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黄晴宜（前排中），回到信阳市农科所视察，并探望曾经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市委书记郭瑞
民、市政协主席王道云、副市长郑志强陪同。图为黄晴宜等领导同志与市农科所领导班子成员亲切合影。

2012

年
9

月
13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乔新江，副市长曹新生等陪同省科技厅厅长贾跃视察
市农科院粳稻研发基地。

4

２０1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 责编：吴涛张国亮照排：孟缘

为 了 大 地 的 丰 收

（上接第一版）

面对困局， 所党委提出新的发展思
路：科研立所、人才强所、服务兴所，确立
了市农科所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

人才是科研之本，科研是创新之源。

对于科研单位来说，人才建设尤为重要。

作为农业科研部门， 既需要有着高深知
识的“洋”博士，也需要有实践经验的
“土”专家。 信阳市农科所多管齐下，构筑
优良的人才成长环境， 打造出豫南地区
人才“硅谷”。

凤鸣于梧桐之枝
改革之初，百业待兴。 恰在此时，信

阳市农科所曾一度遭遇“青黄不接”：一
批老专家退休，青年学子不愿进，专业技
术人才紧缺， 科研项目寥寥无几。

2003

年， 该所竟没有一个具有研究生学历的
专业人员，人才断档可想而知。

人才兴，才能百业旺。 该所把人才建
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一方面加大
人才引进力度， 另一方面实施人才安心
工程，对科技人才做到生活上照顾、工作
上支持、组织上信任，激发他们奉献农业
科研事业的热情。

为了培养人才，该所推行“传帮带”、

“教学升”：一方面，组织专家带班，要求
每个专家、 项目主持人培养

3

名至
5

名
接班人；另一方面，邀请知名专家到所授
课，对科技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同时组织
科技人员“走出去”，到河南省农科院、河
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学习
交流；鼓励在岗科技人员带职进修，对按
时完成研究生学业的， 除照常领取工资
外，还全部报销学习费用。 在该所的精心
组织下，著名水稻栽培专家凌启鸿来了，

著名小麦专家郭天财来了……他们带来
了新的思想、 新的技术。

10

年来， 已有
100

多名科研人员通过交流提升了本领，

有
9

名科技人员完成在职硕士研究生学
习。 今秋，他们又把

1

名硕士研究生送到
西北农林大学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

尽管如此， 领军型人才紧缺问题仍
十分突出。 在人才建设上，既要带职“充
电”，还要引进“输血”。 为打破瓶颈限制，

该所领导亲临一线， 到农业高等院校招
贤纳才。

2008

年，市农科所首次从河南农
业大学引进

4

名硕士研究生。 之后，又相
继从中国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等知
名高校引进硕士研究生

11

名。 新鲜血液
的输入，使农科所焕发出勃勃生机。

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信阳市农科所
还着力培养一支乡土人才队伍，

10

年来，

累计培训一线农业科技人员逾
5

万人
次。 通过上联国家与省直部门，下接县级
农科所， 该所为信阳农业发展织就了四
级科技“保护网”。

爱才、识才、引才、用才的育才机制，

使该所人才素质逐年提升， 创新能力大
为增强。

2011

年，该所实施各级科技项目
达

50

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6

项，省级
项目

12

项，市厅级项目
9

项。 目前，该所
拥有高级职称

24

人，中级职称
38

人，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达

166

人。 仅
2011

年，

涌现出
9

名“信阳市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

1

人获得“信阳市五四青年奖章”。同
时， 该所还从省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等单位柔性引进高级人才

15

人，定期
或不定期前来指导科研工作开展。

秋实于春华之中
2012

年
7

月， 又一条振奋人心的消
息传来：河南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目前唯
一一个综合试验站又落户信阳，加之此前
已“扎寨”的水稻遗传改良技术院士工作
站、茶叶工程中心、籼稻工程中心、博士后
研发基地、小麦综合试验站等省级科研平
台，信阳市农科所已悄然成为河南省农业
科研的“南大营”。 今年

9

月，市政府正式
批复，信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更名信阳市
农业科学院。 “所”改“院”，虽然是一字之

差，却意义深远：更名后的市农科院，将按
照公益性、基础性、社会性的职能定位，为
区域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农
民增收提供科技支撑。

有为才有位。 信阳市农科所之所以
获取这么多的重点科研项目、 顺利地实
现了所改院， 在于农业科研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成就———

10

年来，市农科所立足信阳大地，围
绕实际需求，以农作物品种创新、栽培技
术创新、生产模式创新为重点，破解了一
大批影响信阳农业发展的科技难题。 “籼
改粳” 新技术形成了豫南农民耕作新习
惯，“特优

2035

” 新品种树立了“信阳大
米”新形象，“再生稻”新探索酝酿了信阳
水稻种植新突破，“信阳红” 新茗品推动
了“信阳毛尖”产业新发展。 此外，信阳市
农科所在园艺特产、土壤肥料、食用菌、

信息、 植保等方面研究卓有建树， 在油
菜、紫云英、麻类等方面研究全省领先。

10

年来， 市农科所承担国家“

863

”、

“

973

”科研计划、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等
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70

多个，获省部级
以上科技成果奖

60

余项；有近百个农作
物新品种（系） 参加了全国及省内外区
（预）试验，育成推广稻麦油麻作物良种
28

个；发表论文
300

多篇，出版专著
20

余部。 其研究的“水稻抛植苗泥质法露天
育秧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种轻便
式的栽培方法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其
研发的“有机稻种植方法”、“茶尺蠖室内
鲜叶继代饲养法”即将通过实质性审查，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指日可待。 这些诞生
于信阳大地上的专利， 是信阳人民的骄
傲，更是信阳大地的丰收。

木秀于沃土之上
这就是信阳市农科所的中心实验室：

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实验室，价值数十万的
设备就有好几台；而这样的实验室就有好
几个。所有的设备，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也许这并不算什么，但和市农科所当时所
面临的困难相比，实属难能可贵。

这就是信阳市农科所
500

多亩的实验
地：阡陌交通，绿树成荫；小区品种，纵横排
列。 现代农业技术，在这里精彩呈现。

简直不可想象， 这就是信阳市农科
所的专家们：他们，虽然满腹经纶、著作
等身，却抢天夺日，只争朝夕，刻苦钻研；

他们， 虽然有着知名专家学者的头衔身
份，却长年累月奋战在农业科研第一线；

他们， 有的虽然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不
佳，却不辞劳苦，在风霜雪雨中观测，在
酷暑烈日下记载。 有人调侃他们，好多农

民都不下地干活了， 而这些高级知识分
子却种起田来……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
来”。

10

年来，所领导确保科研重点，压缩
一切非生产性开支， 把仅有的那么一点
资金用在刀刃上， 全部用在科研条件的
改善和对科研人员的奖励上。 所里第一
部空调安放在实验室里， 第一台电脑配
备给科研人员。 所领导向科研人员提出：

“你科研，我服务；你发展，我铺路；你有
难，我帮助”，甘做勤务员，勇为铺路石。

一位副研究员深情地回忆道：“

2004

年，正是所里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一部分
有历史遗留问题的群众， 也要求解决问
题。 所领导逐一找我们谈话说，科研经费
的事你们不用担心， 所里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保证科研工作不中断； 一些不稳定
的因素你们也不用管， 只管两耳不闻窗
外事、一心一意搞科研，天塌下来有领导
班子顶着！ ”

为了信阳农科事业的发展， 所领导
也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亦苦亦
乐，可圈可点。 争取小麦国家产业技术体
系试验站落户信阳就是一例。

信阳水稻面积大，稻茬麦产量低，信
阳小麦在河南的分量轻， 要想让国家小
麦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落户信阳，

有人形容比登天还难。 但是，他们却“跑”

下来了。 回顾这段历程，所领导连声用三
个“难”字。 其实，怎一个“难”字了得？ 当
时，信阳市农科所是第三批增补进去的，

指标很少，竞争非常激烈。 要想加入国家
小麦科研体系， 首席专家不点头根本没
戏。 为了见首席专家，所领导一次又一次
进京。 大楼进不去，他们在门口等；专家
上班没有空，他们打“时间差”，在午饭时
汇报；专家不想听，他们便从专家感兴趣
的问题入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首席
专家的眼睛被说亮了，心被说动了，当即
答应到信阳实地考察。

2011

年
5

月
17

日， 信阳小麦试验站在息县和罗山县召
开全市小麦现场观摩会， 首席专家专程
赶来参会。 临走时谈了三个没想到：一是
没想到信阳小麦面积这么大； 二是没想
到信阳稻茬麦长势这么好； 三是没想到
信阳小麦科研水平这么高。

与小麦试验站一样， 水稻、 茶叶、麻
类、 油菜等试验站和重大科研项目的落
户，哪一个不是“跑断腿、磨破嘴”的结果？

雷鸣于无声之处
“

1

斤米
25

元？”去年，这条消息曾让
固始人睁大了眼睛，一个个惊讶不已。 更
让他们吃惊的是，这种大米，既不是来自
东北，也不是出自泰国，竟是产自自己脚
下的这块土地———固始。 这种由信阳市
农科所监制、 固始县金谷农业合作社组

织生产、 固始县顺兴粮油有限公司加工
与销售的“顺兴莲”牌大米，就是信阳市
农科所转化科研成果、服务“三农”发展
的得意之笔。

1

斤米凭什么要价
25

元？ 因为这是
信阳市农科所叫响全国的科研成果之
一———“特优

2035

（选系）新品种加工出
的新大米，它香而不腻，绵软爽口，加上
该所新研发的有机稻种植技术， 不施化
肥，不打农药，是当之无愧的有机食品。

曾几何时， 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推
广和应用，时过境迁，成为一堆废物。 信
阳市农科所人对此有切肤之痛。 为加快
成果转化，该所将“体系建在产业中，论
文写在大地上”，实现农业科研与农业发
展的无缝对接， 使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
用武之地。

面对新形势， 在抓好面上工作的同
时， 该所把转化重点放在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土地流转种
植大户这三个载体上。

2008

年， 市农科所与固始顺兴粮油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在固始县草庙乡成
立信阳市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谷
农科种粮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统分结合，

分工生产，统一服务，开展生产标准化、

管理规范化、经营品牌化、社员知识化、

产品安全化的“五化”建设，着力解决村、

组“统”的作用发挥不足的问题，解决一
家一户农民自己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
划算的问题。 金谷农科种粮专业合作社
的成立和发展， 为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带了个好头。

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有序地进行，

特别是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的强力推动， 信阳市种田大户如雨后春
笋，成为信阳农业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

2010

年
3

月
1

日， 信阳市农科所举办了
首期豫南稻区种田大户轻简高效栽培技
术培训班，“千名种田大户科技服务行
动”活动正式启动。 此后，他们以试验站
为依托， 在每个示范县区联系

100

名以
上种植规模在百亩以上的种田大户，着
力做好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等服务，不
断提升信阳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 得到
支持的种田大户粮油单产水平提高

10%

以上，每亩增收节支达到
200

元以上。

在诸多科研成果转化中， 紫云英研
究及应用又是一例。 近年来，由于农村经
济的快速发展， 曾经辉煌一时的经济作
物紫云英已慢慢淡出农民的视线， 即使
种一点，也只是作为绿肥使用。 在这种情
况下， 市农科所没有放弃对紫云英品种

的改良与应用。 在今秋市委、市政府发起
的“消灭白茬田”工作中，市农科所紫云
英的研究成果迅速得以转化， 并为此项
工作提供优质的种源、 一流的技术服务
和精准的市场定位。

10

年来， 信阳市农科所主持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

70

多个， 在水稻、 小麦、油
菜、红麻、茶叶等作物上推广的新品种、

新技术累计面积达
2000

万亩以上，创造
经济、社会效益上百亿元。

花开于艳阳之下
提起市农科所的变化， 全体干部职工

无不把感激的话转向好政策、好领导、好
专家。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科技政策的引
领，没有市委、市政府对农业科技工作的高
度重视， 没有各级业务部门的大力帮助，

没有国家、 省及兄弟院所专家的鼎力支
持，没有老同志、老专家的无私奉献，农
科所的发展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市农科所人没有忘记，历届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都把农科所当做自己的
“责任田”去“精耕细作”，倾注了大量的
心血和汗水，也寄予了殷切希望与期待。

市委书记郭瑞民多次到农科所视察工
作， 要求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和日常工
作放在应用研究、 技术推广、 成果转化
上，到基层第一线去，采取科研与基地结
对子的模式， 进一步将科技知识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郭瑞民书记在今年的农科
所离退休专家座谈会上， 对老专家们深
情地说： 你们为信阳农业发展作出了贡
献，为信阳农业科研事业奠定了基础，信
阳人民感谢你们。 市长乔新江刚刚履新，

就来到农科所检查指导工作， 当他看到
高水平的试验并获知一系列科研成果转
化效益十分显著时， 对农科所科研人员
在艰苦条件下取得的骄人成绩感到欣
慰，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再接再厉，再创佳
绩。 在视察中，市领导对农科所在发展中
遇到的试验用地征用、 办公生活条件改
善等问题十分关心，表示全力支持。

市农科所人不会忘记， 就是这个名
不见经传的市级农科所， 曾多次迎来了
国内农科战线上的顶尖级专家的到来。

2011

年以来， 就与
5

位院士开展了业务
合作， 他们是：“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
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著名水稻专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著名水稻专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著名植保专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著名动物防疫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 还有多位国
内顶级专家莅临信阳指导工作， 如国家
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中国水
稻所所长程式华，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科学家、 国家小麦改良中心副主
任肖世和， 国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 中国农科院麻类所所长熊和平
等。 专家们的参与，引领信阳农业科研事
业向更高的山峰攀登。

市农科所人难以忘记，

2012

年
3

月
26

日，曾经在信阳市农科所工作长达
10

年之久， 第十六届、 十七届中共中央委
员，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全国妇
联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黄晴宜同
志，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无限眷恋，带着对
信阳工作的充分肯定， 满怀深情地来到
信阳市农科所。 她对农科所年轻化的领
导班子非常满意， 对农科所发生的新变
化、产生的新气象、取得的新进步、实现
的新跨越，赞赏有加，对农科所取得的经
济、社会、人才三丰收，感到由衷的欣慰。

“人生因梦想而伟大”。 今日的信阳
市农科院人，带着科技兴农的伟大梦想，

酿就了满园芬芳， 使信阳市农科院一跃
成为国内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的翘楚，

成为信阳农民增收、农业进步、农村经济
繁荣的坚强后盾！

2011

年
8

月
27

日，“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专程前往市农科
所位于罗山县子路镇问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籼改粳”示范基地考察粳稻生产情
况，给予高度赞赏，认为信阳发展粳稻大有可为。

2011

年年底，在我省第二批院士工作站建设中，省科技厅同意由信阳市农科所
组建省水稻遗传改良技术院士工作站。

2011

年
8

月
23

日，市农科所所长郭祯与中国科
学院院士谢华安（左）洽谈院士工作站合作事宜。

2011

年
7

月
24

日，市农科所党委书记管基国（左二）陪同国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熊和平（左一）察看市农科所红麻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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