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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二届江苏省研究生智慧农业 

科研创新实践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开展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大赛是推动江苏研究生教育培

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抓手，对提升研究生创新精神、科研水平

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现将《第二届江苏省研究生智慧

农业科研创新实践大赛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有关高

校高度重视、广泛宣传，积极发动、认真组织相关专业研究

生参赛，充分发挥大赛的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和推动作用，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赛学结合，不断提高研究

生培养质量。 

第二届江苏省研究生智慧农业科研创新实践大赛实施方

案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联系人 ：许娜  

025-84396302，13952019004，报名邮箱：xuna@njau.edu.cn，

大赛网址：http://nx.njau.edu.cn/（具体通知和报名表格

下载）。 

有何情况，也可与江苏省农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联系。联系人：万小羽，联系电话：025-84395519。 

 

    附件：第二届江苏省研究生智慧农业科研创新实践大赛实

施方案 

 

江苏省农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9年11月15 日 

mailto:xuna@njau.edu.cn
http://nx.nj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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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届江苏省研究生智慧农业科研创新实践 

大赛实施方案 

 

一、赛事主办及承办单位 

本届研究生智慧农业科研创新实践大赛由江苏省农学类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南京农业大学承办。赛事组委

会办公室设在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 

二、参赛对象 

面向全省相关专业全日制在读研究生，部分省外研究生。 

三、赛事安排 

大赛全程分为初赛和全省总决赛两个阶段。 

（一）参赛报名（11月15日-11月30日）：由参赛院校将

参赛报名表及参赛作品简介（项目申请书从指定网址下载）

以邮件形式发送至大赛组委会电子邮箱，明确项目联络人及

其有效联络方式。逾期未报者视为放弃参赛资格。 

（二）初赛评审（12月1日—12月15日）：组织专家对提

交的初赛项目成果进行评审，评选出15项优秀项目参加现场

决赛；12月15日公布初赛评审结果。 

（三）现场决赛（12月下旬）：项目现场决赛采取专家

现场答辩评审的方式进行。从参加现场决赛的智慧农业解决

方案、智慧农业创新技术、智慧农业实践创业三类项目中评

选出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等。 

（四）成果展示及交流（12月下旬）：组委会将在现场

决赛期间举行参赛项目的成果展示会及参赛经验分享交流会。 

（五）大赛颁奖（12月下旬）：在大赛闭幕式上由大赛

主办方为大赛获奖项目举行大会颁奖仪式。 

四、竞赛内容 

参赛项目的重点是培养研究生在智慧农业领域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用物联网的技术思想提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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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业互联网+的解决方案，创新研究智慧农业关键技术和

应用产品。为了使参赛项目更好地聚焦智慧农业发展的重点

领域，本届大赛不设固定赛题，范围主要包括： 

（一）智慧农业解决方案组：针对广义农业中种植业、

林业、畜牧业、渔业等产业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的全过程智

慧化生产与管理提出解决方案。参赛作品可以是具有较强的

实际推广和应用价值的解决方案、服务与管理系统。 

设计要求：提交符合上述内容的作品及其设计报告，其

中包括：设计方案、创新思想、创意表现、应用前景、潜在

价值等，具有独特性和原创性。 

（二）智慧农业创新技术组：集成应用互联网技术、物

联网技术、传感器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智能算法等解决农

业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关键性问题。参赛作品可以是新技术、

新方法、能够实际应用的软件系统与硬件产品。 

技术要求：提交符合上述内容的可运行创新技术演示系

统（硬件或软件）和项目技术报告，其中包括：问题背景、

技术方案、创新设计、关键技术、应用场景、市场前景、产

业价值等，具有先进性和创新性。 

（三）智慧农业实践创业组：用智慧农业的技术思想创

新创业，能够用于实际生产实践的技术，研究提供满足农业

市场对智慧服务需求的物联网技术与产品示范应用和产业化

推广方案，并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方案要求：提交符合上述内容的可实施的创业方案，其

中包括：应用背景、产品方案、应用计划、市场前景、商务

模式、产业价值、管理模式等，具有可行性和创新性。 

五、参赛要求 

（一）各个院校以团队形式参赛，全队人数不超过7 人

（含1-2 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原则上应有中级技术职称

以上的专业人员担任。大赛组委会将按照参赛报名表发放参

赛人员证件和获奖证书。 

（二）参赛队员须为在读全日制研究生。如队员身份在

报名时为在读研究生，在晋级赛或决赛阶段已经毕业，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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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继续参赛。 

（三）每所院校报送参加晋级赛的参赛团队数量≤3支。

参赛队伍请用“学校+队伍名称”命名。如有多支代表队，请

用“学校+一队/二队”命名。 

（四）参赛队伍提交的项目材料及现场演示所用PPT均授

权大赛组委会作为大赛资料进行存档。大赛结束后，组委会

将对优秀项目材料进行展示。 

（五）如参赛者及项目涉及以下情况，将自动丧失参赛

权利，并承担相应责任，具体包括：参赛项目涉嫌作弊行为，

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参赛者提交的作品含不健康或虚假信息；

已参加其他比赛并获奖的项目；发生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

情况。 

六、评审细则 

（一）初赛评审由大赛组委会组织评审专家对参赛作品

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排名，大赛组织委员会拟定参加决

赛名单。 

（二）决赛以成果现场展览展示和作品答辩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根据评分细则由评审专家现场评审（具体细则将于

通知现场答辩时公布）。 

（三）大赛成立仲裁委员会，由组委会聘请领域内专家

和知识产权专家组成，负责对参赛者提出的合理诉求进行仲

裁。 

项

序 

评价项目及

权重 
评价要点 

1 
创新性 

（30分） 

（1）背景目标明确、现状分析清晰合理 

（2）研究问题的有一定的新发现、新观

点 

2 
实现程度 

（30分） 

（1）研究资料和数据丰富、分析合理 

（2）软硬件产品兼容性及完成度高 

（3）研究过程扎实、研究方法合理 

3 应用价值 （1）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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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 （2）具有较广泛的推广价值 

4 
展示与表达

（10分） 

（1）PPT展示生动形象 

（2）语言表达的流畅性 

七、奖项设置 

（一）团队奖项 

特等奖（1 支队伍）：团队奖牌+个人证书+相应奖励 

一等奖（2 支队伍）：团队奖牌+个人证书+相应奖励 

二等奖（4 支队伍）：团队奖牌+个人证书+相应奖励 

三等奖（若干）：团队奖牌+个人证书+相应奖励 

（二）个人奖项 

最佳创意奖（个数不限）：奖杯+证书 

最佳风采奖（不超过决赛团队总数的50%）：奖杯+证书 

优秀指导教师奖（在决赛团队指导教师中遴选）：奖杯+

证书+相应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