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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农科院粮作所（原大理州农科
所，成立于1959年），始终坚持“科研立所、
开发兴所、人才强所、开放办所”方针，立
足大理，面向全省，紧紧围绕大理州农业
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以建设具有区域
特色优势学科为突破口，以加强原始创
新、集成创新与消化吸收再创新，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引领和支撑大理州
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为目标，紧紧抓住
优势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人才
队伍建设三个关键环节，集中和优化科技
资源，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速新兴和交
叉学科发展，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和服务

“三农”的能力，为推进大理州农业结构战
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特色优势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确保农业增产、粮食
安全、农民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
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2003 年被列为农
业农村部重点农科所建设单位；国家食用
豆、国家大麦青稞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2008 年 遴 选 为 国 家 试 验 站 建 设 单 位 。
1959 年至 2013年，承担国家、省州重点农
业专项 138 项，成功选育出经省、州品种
审定 65 个，其中“凤稻”32 个、“凤豆”15
个、“凤麦”17个、“凤薯”1个，累计推广应

用面积超过 1.35亿亩；入选云南省主导品
种 32 个，主推技术 6 项；获品种权保护 4
项，获科研推广成果奖 166 项，其中国家
级 3 项，省部级 61 项，地厅级 102 项，发表
科技论文 380 篇，经过五十余年的建设，
已发展成为集科研推广服务于一体的社
会公益型农业科研推广所。

为大理州高原特色农业
生产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2013年大理州农科院组建成
立后，大理州农科所更名为大理州农科院
粮食作物研究所。建院以来承担国家、省
州重点农业专项37项，成功选育出经省级
品种审定（鉴定或登记）30个，其中“凤稻”
3个、“凤豆”10个、“凤麦”8个、“凤薯”4个，
玉米新品种 5个，累计推广应用面积超过
2364万亩；入选云南省主导品种 11个，主
推技术7项；获品种权保护9项，专利1项，
制定地方标准（规程）6 项，获科研推广成
果奖28项，其中国家级1项，省部级16项，
地厅级 11项，发表科技论文 94篇，为大理
州乃至云南省现代高原特色农业生产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
示范引领作用

粮作所领导班子求真务实、率先垂范，
学习上，先学一步、学深一些，工作实践中
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敢打敢拼、争做
表率，在平凡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建功立
业，带头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和示
范引领作用。

据粮作所所长李江介绍，粮作所党支
部书记、水稻学科带头人宋天庆同志，30
多年来全身心投入主持高原高寒粳稻新品
种选育及示范推广工作，选育出30多个高
产稳产、优质生态的高原粳稻新品种，推广
应用面积超过1700.75万亩，累计增产稻谷
99776.32 万公斤，增收 299328.96 万元，成
为云南省高原粳稻品种选育的领军人物，
先后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云南省
岗位学雷锋标兵、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省
委联系专家、大理州优秀高层次人才及白
州兴农科技名人等荣誉称号，为大理州乃
至云南省水稻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用实
际行动彰显了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学科
带头人的高尚情操和党性修养，给年轻同
志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和工作的标杆。

蚕豆研究室主任陈国琛先后荣获各类
科技奖28项，其中省部级二等奖4项，三等
奖13项，地厅级奖11项。获国内个人荣誉
奖 11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被评
为云南省科技创新型人才，云南省优秀高
层次人才和蚕豆学术学科带头人，云南省
委联系专家，入选“中国当代农业高级专家
库”，大理州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优秀高
层次人才，带领的蚕豆研究室评为 2010年
度大理州“工人先锋号”，2015 年主持的

“四季鲜食蚕豆”在“首届云南省创新创业
大赛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云南地区赛”中
获创业团队优秀奖，研究提出的正季鲜蚕
豆高产栽培技术措施被农业农村部和《中
国农业出版社》制作为挂图在中国西南地
区宣传普及并推广应用，指导培养了一大
批蚕豆科技工作者，优势学科带头人示范
引领作用充分彰显。

优化人才结构
力促科研发展

2013 年以来，粮作所承担实施了国
家、省州重点农业科研专项37项，以水稻、
蚕豆、麦类为主的优势学科建设继续保持
省内领先水平，马铃薯及杂交玉米育种成
效明显，人才结构不断优化，现有推广研究
员 6人，高级农艺师 14人，2人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3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1人
获中国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1 人被评为
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2 人列为省委联系
专家，4人被评为大理州优秀高层次人才，
1人被命名为白州兴农科技名人，1人被评
为大理州巾帼建功标兵。

通过不断优化人才结构，粮作所先后
荣获了科研成果奖项28项，通过云南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品种审定（登记或鉴
定）品种 30个，获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权保
护品种9个，入选云南省主导品种11个，主
推技术 7项，并在各级刊物发表论文 90余
篇，参与编撰著作4部，修订地方标准1项，
制定地方规范5项。2018年粮作所党支部
命名为“州农业局党委 2018年度规范化建
设达标党支部”“州农业局党委 2018 年度
规范化建设示范党支部”、州委组织部“大
理州 2018 年度规范化建设示范党支部”，
被中共大理州委、州人民政府表彰为大理
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先进单位。“正因
为‘粮作人’默默无闻的付出，才有粮作所
如今的科研成果”李江由衷地说。

有效助推大理州高原特色
现代农业健康稳步发展

近五年来，粮作所累计推广应用凤系
水稻、蚕豆、麦类及大玉系列玉米、马铃薯
面积超过 2365万亩，凤大麦 7号洱源县百
亩示范经省级专家实产验收，百亩平均亩
产 627.70千克，接近全国大麦百亩连片高
产记录，千亩示范片平均亩产达 608.23千
克，刷新了我国大麦千亩连片高产记录，创
全国新高；水稻百亩核心示范最高亩产达

808.55公斤，创高海拔粳稻高产纪录；年均
在大理州高寒高海拔地区推广种植四季鲜
食蚕豆 30 万亩以上，亩产值达 3000 元左
右，产值超过 10亿元，有效助推了产业扶
贫攻坚和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得到了国家
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的肯定和
褒奖；玉米百亩核心高产示范最高亩产达
1211千克，创造大理州近年来的玉米高产
记录；在鹤庆、洱源、剑川三县建成脱毒马
铃薯 5万亩二级种薯、1万亩一级种薯、0.2
万亩原种生产基地，全州脱毒种薯覆盖率
从2013年的不到10%，提高到35%，科研推
广成效显著，有效助推了大理州高原特色
现代农业健康稳步发展。

“2019年，粮作所将稳步实施好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任务，继续实施好省
农业农村厅下达的以及省农科院、云师大
委托合作和州级预算安排的项目，抓好以
宾川葡萄园冬马铃薯优质生态高效为主的
示范推广工作，积极争取马铃薯新品种选
育研究项目。”李江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粮作所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解决现代农
业发展重大科研推广为己任，进一步解放
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务实创新，为全
州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

［罗加丽］

坚持品种创新 粮食作物育种成效显著
大理州农业科学推广研究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粮作所）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粮食安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致富，依

托国家、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任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州科技增粮和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政策措施，在大理州农科院坚强领导下和
院分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全所干部职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团结协作，扎实开展水稻、蚕豆、麦类、马铃薯、玉米新品种选育及高产栽培集成技术
推广应用研究、良种基地建设、科技服务等工作，粮食作物育种成效显著，多次受到相关单位的表彰。

科研基地配制蚕豆新品种杂交组合科研基地配制蚕豆新品种杂交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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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粳稻温室内配制杂交组合高原粳稻温室内配制杂交组合

科技人员在田间追施液态有机肥科技人员在田间追施液态有机肥
育成的高海拔粳稻优质育成的高海拔粳稻优质、、香软米新香软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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