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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人才强农战略，大力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调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创
新创造积极性，在全国农业行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根据《中华农业英才奖评选办法》，经个人申报、单
位推荐、专家评选、社会公示等环节，农业部决定授予刘旭、盖钧镒、郭进考、邹学校、李付广、陈万权、李天来、尹飞虎、
姚斌、刘建军等10人第五届中华农业英才奖称号。

据悉，中华农业英才奖是农业部设立并组织实施，面向全国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奖项。自设立以来，中华农业英才奖
至今已经举办五届，每届选出10名获奖者，共计有50名农业领域的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奖。

农业部表彰第五届中华农业英才奖获奖人员

他是国内首个饲料基因工程研究室的组建者，凭着中国
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感潜心研究，最终用成果打破了国外
企业垄断。他首先建立了以酶的应用为导向的理论研究系
统，解决了传统方法效率低，只获得少数基因的缺点；他创建
了表达量达到10-50g/L级的高表达技术体系，系统解决了饲
料用酶表达量低、生产成本高的问题。他的团队在“单胃畜禽
用酸性植酸酶”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利用生物反应
器来大规模廉价生产植酸酶，成为我国饲料用酶规模化生产
和应用的起点，打破了国外大公司的专利壁垒。他的研究成
果转化到实际生产后，植酸酶的国内市场价格较国外公司进
入中国的 1995 年下降了 24 倍，添加成本下降了近 70 倍，节省
饲料成本约9亿元以上。

男 ，1967 年 10 月 生 。
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
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饲
用酶工程创新团队首席科
学家，农业部生物技术重
点发实验室主任，国家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
委员。

他是一个把全部心血献给小麦的农业专家，30年来凭借着
对事业的执着和奉献精神，创造出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科研成果。他育成了超高产小麦新品种济麦22，实现了我国小
麦高产育种的新突破。曾创造了“单产最高、年推广面积最大、
适应范围最广”3项全国之最。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山西、
河北和天津等7省市累计种植2.11亿亩；他将高产与高效紧密
结合，强化优质强筋和抗旱节水小麦品种的选育，育成了超强
筋小麦新品种济麦229和抗旱节水新品种济麦262等一批新品
种（系），有望在今后大面积推广应用。他作为第一、二完成人
育成了小麦新品种8个，年均种植面积占山东省小麦总面积的
50%左右，同时在黄淮海地区广为种植，累计推广4亿多亩，创社
会经济效益400多亿元。

男，1963年3月生。现
任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
研究所小麦品质及抗逆育
种研究室主任、二级研究
员，农业部黄淮北部小麦生
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国家小麦产业技
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泰山学
者种业计划专家。

顶天立地的中华农业英才顶天立地的中华农业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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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1953 年 12 月 生 。
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
国工程院副院长、党组成
员，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分
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生物技
术学会理事长，中国农学会
副会长，中国作物学会副理
事长，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
会副会长。

他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种质资源学家。为了更好地利用和
保护作物种质资源，几十年来，他查清了我国粮食与农业植物
物种有9631个，阐明了中国110 种作物地方品种本底的遗传多
样性；他关注种质资源研究中的技术规程，创建了我国作物种
质资源科学分类、统一编目、统一描述的技术规范体系；他完善
了学科体系，提出粮食与农业植物种质资源的概念与范畴，率
先在国内开展了核心种质构建的探索性研究；他开创性地进行
了生物种质资源价值评估与产权保护工作，首次在世界上实现
了对种质资源价值的经济量化评估。

他是我国著名的大豆育种专家。六十年来，他情系大豆，
为推动我国大豆研究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他搜集、研究以中
国南方大豆地方品种为主的资源1.5万份，揭示该群体主要经
济性状的遗传潜势；他从育种需要出发，按产量、抗性、品质
等性状逐一建立的种质筛选、遗传机制和选育创新的研究系
列，创造出一批优异种质；他全面研究了中国大豆育成品种的
系谱及其遗传基础，提出中国大豆品种熟期组划分方法和品种
生态区划；他将种质研究推进到基因组学领域，为资源的研究
和利用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方法。

男，1936年6月生。中
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农业
部国家大豆改良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国家大豆改良
中心及农业部大豆生物学
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名
誉主任、作物遗传与种质创
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主任。



他是我国著名的小麦育种专家。四十多年来，为了让每
一滴水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他带领团队创新了小麦节水高
产品种选育方法，形成了相关技术指标；他育成的省级以上审
定小麦品种共 23 个，其中有 4 个品种被列入国家科技成果重
点推广计划，3 个品种被列为国家主导品种，6 个品种 10 次刷
新河北省高产纪录；他将多年育成品种和材料提供给同行广
泛利用，推动节水高产育种的科技进步；他育成的小麦品种应
用面积达3.8亿亩，增产小麦105亿公斤，节水125亿立方米，
为我国缺水严重的海河流域地区小麦生产可持续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

男 ，1951 年 11 月 生 。
现任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
究院名誉院长，河北省小
麦工程技术中心主任、研
究员。先后被评为国家小
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
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30多年来，他情系辣椒，心系椒农。他率领团队收集和保
存国内外辣椒种质资源3219份，建立了我国数量最多的辣椒种
质资源库；他创制出应用范围最广的辣椒骨干亲本，制成的新
品种累积推广面积达 1.2 亿亩；他创新育种技术，培育出优势
强、风味独特的微辣型辣椒新类型，如今已成我国鲜食辣椒的
主要类型；他根据产业发展需求，育成辣椒加工专用新品种13
个，平均增产11.9%，原料利用率提高20.9%；他还带队育成了适
合机械采收的6个辣椒新品种，平均增产8.6%，每亩节约成本
700元。这些辣椒极优品种累计推广面积6580.5万亩，并在印
度、缅甸等10多个国家推广约100万亩。

男，1963年7月生。现
任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研究员，中国园艺学会第八、
九、十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中国园艺学会辣椒分会会
长，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专家，农业部第八
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
国农业科学院第六、七届学
术委员会委员。

他是一个怀揣棉花梦的优秀专家。他发明了棉花组织培养
分化性状的纯化方法，将中棉所 24 的转化率由 15.1%提高到
51.8%，为国内24个实验室转化验证候选基因156个，促进了基础
研究成果在棉花上的应用；他建立了棉花规模化转基因技术体
系，创制抗虫种质新材料1479份，向国家中期库提供种质资源
865份，与育种家合作培育棉花新品种32个，累计推广面积1亿多
亩；他构建了棉花“基因转化—种质创新—品种培育—产业化”的
研发体系；他创制了棉花矮化突变体，阐明了棉花株型调控机制；
他完成了雷蒙德氏棉、亚洲棉和陆地棉基因组测序和遗传图谱绘
制，为棉花重大基础理论突破和基因组育种奠定基础。

男，1966年8月生。现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
究所所长，先后主持 863、
973、转基因重大专项等项
目，2011年获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同年被农业部评
为“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
才”。

他常说:“小麦锈病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这一斗
足有30年。他心系农技推广，积极开展科学普及与科技成果推
广应用工作，与科研团队人员一道培训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民10
多万人次；他多次组织农业植保重大问题的调研活动，向政府
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报告12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
和政府部门的采纳；他主持的“中国小麦条锈病菌源基地综合
治理技术体系的构建与应用”项目近5年累计推广应用面积近4
亿亩，显著降低了全国小麦条锈病发生面积和危害损失，实现
了有病无灾和病害持久控制，每年挽回小麦损失20亿公斤以
上，增收节支总额超过150多亿元。

男，1962年9月生。现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
究所所长、党委书记兼任农
业部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
理重点实验室主任、欧洲和
地中海禾谷类作物锈病基
金会执委、中国植物保护学
会理事长、中国农药发展与
应用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他是我国最早研究日光温室蔬菜的设施园艺专家之一。
他用33年的时间将果蔬生产区北推300公里；他首创日光温室
合理采光、蓄热和保温设计理论与方法，研制出日光温室结构
优化设计软件，创建北方寒区日光温室果菜集约化育苗、冬春
茬栽培、长季节栽培、全季节栽培模式与技术体系，开创了零下
28℃以上寒区日光温室不加温年亩产果菜 2.5 万公斤高产先
例，是上世纪90年代初产量的3倍；如今，他的技术成果被无偿
地大面积应用推广，在我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已累计推广
1684万亩，占区域内日光温室面积70%以上，增效649亿元。不
仅解决了北方寒区主要果菜冬春供应难题，而且丰富了人们的

“菜篮子”，鼓起了菜农的“钱袋子”。

男 ，1955 年 11 月 生 。
现任沈阳农业大学副校长，
先后兼任国家“863”计划现
代农业主题专家、中国农业
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设施园
艺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
国园艺学会常务理事、国家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设
施工程与环境研究室主任
等职务。

他堪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科研战士”，40 年来在农业
科研战线上躬耕不辍。他主持完成了科技攻关项目“高效多
元磷酸二氢钾的研究与应用”，三年内，广泛应用于棉花、小
麦、玉米、甜菜等作物，推广面积达1167.3余万亩，创直接和间
接经济效益 5.62 亿元；他研究出了以棉花为主体的滴灌专用
肥和生产方法，经过几年的生产、推广应用，项目产品累计生
产 3.18 万吨，应用面积 219.6 万亩，创经济效益 13876.74 万元，
推动了节水农业的发展；他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发出
了 4 类 80 余种滴灌肥系列产品，2006 年至今，产品应用面积
累计 5249.2 万亩，近三年共 2636.31 万亩，新增经济效益 12.90
亿元。

男 ，1954 年 12 月 生 。
现任新疆农垦科学院副院
长，先后主持国家及兵团
项目 15 项，获得全国先进
工作者、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全国杰出专业
技术人才及兵团科技进步
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刘 旭：作物种质资源的“守护神” 盖钧镒：情系大豆六十年

郭进考：小麦节水高产育种的先行者 邹学校：辣椒极优新品种的开拓者

李付广：一心只为中国棉 陈万权：小麦条锈病的“解题人”

李天来：设施园艺的领军人 尹飞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科研战士”

姚 斌：国产饲用酶技术的奠基者 刘建军：齐鲁大地的麦田“守望者”

稿件采编：本报记者 吴佩 刘远

有着中国农业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中华农业英才奖，又迎来了
十位获奖者。从育种到栽培，从主粮作物到园艺作物，从前沿技术到生
产应用，他们是27万农业科研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他们是科技制高点的
攀登者，他们是“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送进千万家”的践行者。

众所周知，农业科研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攀登国际农业的
前沿高峰，是对科技领域最璀璨明珠的追逐，也是对人类智慧最高境界
的执着。在他们中间，有种质资源的“守护神”，他和他的团队建成了属
于我国自己的种质资源信息系统，为作物多样性撑起了“保护伞”；有大
豆育种专家，他与大豆有着60多年的情缘，领衔着我国大豆理论和技术
研究的重要基地；有小麦条锈病的“解题人”，20多年来的汗水和心血，

只为了战胜条锈恶魔，攻克这一世界小麦病理学难题；有滴灌专用肥和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先行者，他奠定了水资源在我国半干旱地区高效利
用的基础。

立地，就是要让科技在农业产业化、生产应用中发挥关键作用，是
科研人员对土地最深沉的敬畏，也是对农民最深切的关怀，他们中有高
产节水小麦品种的育种人，将资源共享，开放育种理念传播开来；有我
国数量最多的辣椒种质资源库的创立者，创立了一颗小辣椒带动增收
亿元的“神话”，有棉花基因转化到产业化研发体系的建立者，有日光温
室蔬菜的领军人，也有饲料用酶高新技术的研究者。

农业不是一个获利丰厚的行业，农业科研也不是可以迅速积累财

富的工作。农业是保障人民生活和国家稳定的基础产业，而这就意味
着农业科研的公益性和农业技术的公共性。对于农业科研人员来说，
他们要把握技术前沿，立足长远，又要服务大众，提供保障。他们需要
头脑中艰深的理论探索，需要实验室里严谨的分析对照，也需要日头
下、风雨中的田间调研。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一份坚守，摒弃功利与浮
躁，他们又有着老农民般的坚持，多些质朴与正直。他们脚踏大地，是
大地养育了他们，现在他们又回馈着大地，是忠实的大地之子。

在生生不息的春华秋实间，在顶天立地的代际传承中，这些农业科
研领域的领军者，农业技术战线上的先行军，注定要承载一代又一代农
业科学家的光荣与梦想，为我国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贡献更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