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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黑龙江省农科院

上图 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左图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调研。

右图 国际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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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粮仓”黑龙江省再传捷报：全省各类
农作物长势为近年同期最好，如后期没有早
霜等大的自然灾害，今年黑龙江粮食生产将
获得特大丰收，粮食总产预计可达 1250 亿
斤以上，再创历史新高。黑龙江粮食生产连
续 5 年以每年增产 100 亿斤以上增幅实现

“九连增”。
另一组令人惊喜的数据，来自黑龙江省

农科院：黑龙江省 80%以上的农业科研创新
成果出自省农科院；在服务“三农”上，全省
70%的科研成果由省农科院推出⋯⋯省农
科院引领着全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松花江之滨到大小兴安岭脚下，从三
江平原到兴凯湖畔，到处都可看到省农科院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服务“三农”结出的累
累硕果：创建大豆、玉米、水稻、畜牧等 12 个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实施“院县共建”、

“院企共建”、“专家大院”等服务“三农”模式，
经验由农业部推广至全国；开展五大粮食作
物超级良种良法大面积示范等等。

省农科院提出“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
留在农民家”创新办院理念，率先提出农业
成果转化工程，率先推出农业科研单位改
制等一系列创新举措。紧紧围绕千亿斤粮
食巩固提高工程，省农科院探索出一条农
业科研机构如何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创新
之路。

创新科研理念
实施“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

家”新理念，省农科院首先从农业科研服务
“三农”实际出发，创新用人机制，激发科研
人才创造活力。

过去科研人员评定职称有一条硬杠
杠，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肖本彦是克山
研究所搞作物栽培的科研人员，大部分时间
都在基层指导农民种植马铃薯，帮助农民增
产增收，深受农民欢迎，可就是这样的科研
人员却因为发表论文数量不够而难以评上
职称。

对此，黑龙江省农科院院长韩贵清认为：
“目前科研评价体系论文导向性严重，如果不

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工作就没有活力，到
基层服务‘三农’就没有动力。”为此，他多次
前往相关部门，争取到专业技术职务直接聘
任试点。为从制度上保证政策落实到位，农科
院还出台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业技术
人员晋升职称业绩考核办法》。

韩贵清说：“对那些常年下乡推广科研
成果成绩突出的科研人员，写在大地上的论
文和写在纸上的论文享受同等待遇，一样可
以晋级。论文写在大地上更能体现出科研人
员的价值啊！”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观和科研评价
机制，越来越多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焕发。
棚室瓜菜专家李志学扎根基层一干几个月，
把村子的设施农业搞得有声有色，创造了西
瓜高产纪录，被提拔为副研究员。

2003 年以来，省农科院有 28 名科研人
员因为成果转化贡献突出而晋升职称，鼓舞
了一大批科研人员长期坚持在农业生产第
一线。在机制上，创新科技人员考评办法，实
行成果转化人员与科研人员在晋升职称、评
选先进、住房等方面同等待遇，彻底改变了
重论文轻实践、重成果轻转化、重学术轻技
能的机制弊端。

2012年3月，黑龙江省推介省农科院经
验，启动了高效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建设，推
出科技人员与农民共同富裕机制。在实现农
民收入年均增长 20%的情况下，科技人员可
按贡献保底增收20%。

作为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引擎，农
业科研机构的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
心，教育是基础。省农科院修改和制定了《关
于引进高层次人才待遇的暂行规定》等11项
制度，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
制度进一步完善。全院现有博士65人，设立了
23个博士后分站，两次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殊荣，进出站博士后203人。

省农科院还积极为科研人才搭建创新
平台。目前，已有 21 个国家级省部级（分）中
心及重点实验室、11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科学家岗位和 24 个试验站落户省
农科院。

同时，省农科院推行机构设置等改革，

在全省不同生态类型区新成立了 7 个分院
（研究所），强化了对区域农业发展的支撑能
力；院市联办科研机构，省农科院大庆分院、
牡丹江分院、齐齐哈尔分院和佳木斯分院等
加挂所在地市农业科学院的牌子，实行双重
领导，共享农业科技资源。

高寒地区种水稻
实施“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

家”新理念，省农科院构建起从科研到生产、
从生产反馈到科研，互动共赢的一体化工程
农业模式。

9 月的黑河已有深秋寒意。爱辉区西岗
子镇坤站村位于北纬50度，属于农时上的第
六积温带，这里年积温 1900度左右，无霜期
130天左右，可以说是水稻种植的禁区。

韩贵清带领他的团队经过充分论证、反
复调研后提出，要在高纬高寒地区试种水
稻。为此，省农科院联合黑龙江省水利厅、黑
河市水务局和爱辉区水务局共同承担了爱
辉区百亩高纬寒地旱改水试验示范区项目。
2011年，正式开展高纬高寒地区水稻种植模
式试验攻关，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水稻主
栽品种黑交 06-213，实现了高纬高寒地区
水稻大面积种植“零”的突破。

省农科院专家们提出了以灌区恢复为
基础，以节水灌溉新技术为依托，以选育品
种、良种栽培等农技措施为保障的具体推进
措施。试验当年一举获得成功，爱辉区高纬
高寒水稻生产田百亩连片区亩均产 470 公
斤，纯效益是种植高产大豆的 2 倍。同时，专
家们认为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主要取决于旱
田改水田，而旱改水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前
茬除草剂残留对后茬作物水稻生长有抑制
作用，如果能解决前茬药害抑制，将对黑河
市调整种植结构产生巨大推力。目前专家组
摸索总结出一套高纬高寒地区有效去除降
解除草剂残留影响的方法，为高寒区旱改
水提供了科技支撑。

2012年，黑龙江省尝试将水稻高产栽培
向北推移 1 个纬度，在黑龙江省呼玛县三卡
乡进行试种。专家组用一组数字算清一笔
细账：2012年黑龙江省农科院在红色边疆农

场示范种植了 8000 亩黑交 06-213 水稻品
种，比对照品种均增产 10%以上。同时，由
于其米质优秀，没等收获就全被米业公司预
订 ，比 普 通 水 稻 每 公 斤 贵 了 0.10 元 到
0.13元。

把成果留在农家
无论是“专家大院”还是“院县共建”，目

的都是“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省农科院重视
成果转化应用，通过示范展示，使新成果、新
品种、新技术真正为农民所接受，及时转化
应用于农业生产。

今年10月下旬，在哈尔滨、克山、北安等
地示范区，省农科院共 1000 亩春小麦后复
种油菜获丰收，这标志着黑龙江省的种植制
度可以由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

过去黑龙江省小麦产区种植结构单一，
麦茬休闲期光热浪费严重，制约了农民增产
增收。经反复酝酿，黑龙江省农科院与中国工
程院傅廷栋院士合作开展了“春小麦—饲料
油菜”复种技术研究，前茬采用省农科院自育
的早熟型小麦龙麦 31号，每亩可产小麦 250
公斤。同时利用小麦茬口，在不施肥的情况下
种植饲料油菜，亩产达4700公斤。

同时，省农科院如期完成承担的国家
“丰收计划”项目大豆窄行密植高产高效技
术示范与推广课题，取得了良好效益。在富
锦、绥滨等地的项目核心区，大豆亩产达到
200.9 公斤，比当地前 3 年平均亩产增产
25%左右；在佳木斯小面积示范高产攻关田，
平均亩产达到364.53公斤，创造了黑龙江省
大豆单产的最高纪录。

省农科院先后与 34 个县（市、区）开展
“院县共建”，与100多个村开展“院村共建”，
与25个农业龙头企业开展“院企共建”，助推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三农”服务。省农科
院专家把最新的优良品种免费发放给农民，
在农业生产整地、播种、田间管理、作物生长
发育的关键时期和收获时节，到田间地头将
农业新技术手把手传授给农民，有的还亲自
帮助农民种田、插秧、施肥。

在甘南县兴十四村的黑龙江现代农业
科技园区，马铃薯亩产突破万斤，成为黑龙
江西部干旱地区农业生产奇迹，该村的农
民人均收入由 2009 年的 2.16 万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5.36 万元；开展“院村共建”的双
城市水泉乡三邻村，经省农科院帮助调整
结构后，部分玉米地改种棚室瓜菜，产品销
往 上 海 、广 州 等 地 ，每 亩 地 收 入 达
15000 元。

今天的黑龙江省农科院站在了科学发
展的新起点上：投资30亿元、占地8410亩的
全国最大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黑龙
江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即将建成；哈尔滨
国际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大厦拔地而起；黑龙
江（三亚）农作物种质创新园区启动建设，一
个集科技创新、科技培训、成果展示、旅游观
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园区将引领
现代化大农业发展。

黑龙江省农科院将继续推进千亿斤粮
食产能巩固提高工程，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成果留在农民家”，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
核心，开放办院，建设一流创新平台，创造一
流科技成果。黑龙江省农科院计划通过 5 至
10年的发展，跻身国际一流农科院之列。

论文写在大地 成果留给农家
——黑龙江省农科院创新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黑龙江省双城市水泉乡三邻村曾以盛
产西瓜、香瓜闻名全国，但是近几年西瓜果
腐病让瓜农不敢再种瓜。

2010 年，黑龙江省农科院的专家来
到 三 邻 村 ， 与 三 邻 村 建 立 了 “ 院 村 共
建”绿色瓜菜基地，从育种到栽培再到
植保，都有农科院专家的跟踪指导，保
证“种瓜得瓜”。

村民们将信将疑：“咱们种了一辈子的
瓜，难道还不如这几个‘白面书生’？”

“听说了吗？那几个专家说要给咱种
子消毒呢！”瓜农们一边议论一边挠头，

“哎，听说叫‘高温烫种’，种子煮了还能发
芽么？”刚开始，烫种消毒这件事儿引发全
村热议。

农科院的专家干脆作起了现场教学示
范，请村民前来观看。不比不知道，经高温
烫种处理过的种子，发病率只有 2％，没处
理的发病率则高达 40%。专家告诉村民，
将种子放在 55℃的热水中浸泡 15 分钟至

30 分钟后，可基本杀死种子表面病菌，也可
钝化西瓜花叶病毒。

效果确切，瓜农心服口服。专家又给村
民介绍了药剂处理法、温烫浸种法、强光晒
种法，指导村民根据发病情况选择正确处理
方法。

可别小看了这些“白面书生”，他们吃住
在村里，春天跟着下地栽苗，夏天领着村民
施肥，秋天忙活收割，冬天帮着分析明年
农情。

“院村共建”帮了瓜农大忙，瓜农的腰包
鼓起来了。瓜农苍云鹏一家以前种玉米年
收入只有 15000 元，现在原来的玉米地上
搭起了 25 个瓜菜大棚，瓜菜年收入超过 20
万元。

如今的三邻村已经有 200 多栋大棚，
露地菜面积达到 3000 亩，村民人均收入
突破万元。三邻村还被确定为国家农业部
蔬菜标准园和全省高效现代化大农业示
范区。

“ 院 村 共 建 ”富 瓜 农
本报记者 倪伟龄

一 线 传 真

党的十六大以来，黑龙江省的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201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1114.1亿斤，2012年

全省粮食总产将再创新高超过 1250 亿斤，成为粮食总

产、增量、商品量和调出量均列全国第一的省份。

作为黑龙江省的农业龙头单位，黑龙江省农科院于

2003 年率先提出了“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

家”创新理念。经过多年实践，在黑龙江实现了课题来

源于实践、成果应用于生产、效果在生产中体现、人才

在实践中成长，努力推进科技创新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构建起从科研到生产、从生产反馈到科研，互动共赢的

一体化农业模式，使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由 2003

年的 30%提高到 2011 年的 70%，优良品种覆盖率由 2003

年的 90%提高到 2011 年的 98%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由 2003年的 48.5%提高到 2011年的 61.5%。

“论文写在大地上”就是围绕产业需求，从“三

农”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科技创新，创造具有实用价值

的科研成果。近年来，省农科院 70%以上的课题思路来

源于农业生产一线。省农科院率先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

程，建立了大豆、玉米、水稻、畜牧等 12 个现代农业

科技创新体系；开展的五大粮食作物超级良种良法大面

积示范实现重大突破；取得了农作物新品种育种与栽

培、寒地果树蔬菜育种与栽培、黑土保护与利用、奶牛

高效可持续生产体系等一大批优秀成果。2003 年以

来，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169 项，育成推广农

作物新品种 376 个，应用面积占全省 70%以上，每年为

全省农民创造经济效益 100多亿元。

“成果留在农民家”就是重视成果转化应用。省农

科院开展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在黑龙江省建立起

“建设示范园区、设立专家大院、实施科技致富项目、

开展科技培训”院县共建新模式，被农业部列为十大农

技推广新模式在全国推广；“院县共建”和“专家大

院”被写入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由省农科院指导的

肇东市 50 万亩玉米吨粮田示范区，被誉为黑龙江旱作

农业“第一田”。

（作者系黑龙江省农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俯首耕耘谋创新
韩贵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