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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永乐 王存胜

车厘子、网纹瓜、樱桃番茄、黄凤凰
西瓜……在江苏沛县朱寨镇千秋田园农
业嘉年华项目种植区，一个个大棚里种
植了多种瓜果新品种，应用的物联网技
术让农业种植在这里显得更为轻松。

“你看，大棚中间悬挂的参数无线环
境传感器就相当于一个测量器，通过它
可以实时测量棚内的空气温度和湿度、
土壤温度和湿度等，然后把这些数值传
到棚内的日光温室智能控制器上，这样
棚内的瓜果生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就可
以控制了。”朱寨镇千秋田园农业嘉年华
项目种植区的技术员尹升坡一边现场演

示，一边介绍，这里之所以能实现自动监
控温度和湿度等数值，全是通过电脑中
枢操控的。

沛县朱寨镇党委书记王书伟介绍，
种植区建设了27个大棚，引进了10多个
品种，是一个“物联网+智慧农业”的示范
基地。“我们将物联网技术和传统农业种
植相结合，运用传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
平台或电脑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
让传统农业更具有‘智慧’。”王书伟说。

近年来，沛县将“三乡工程”作为实
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人才下
乡、能人返乡、资本兴乡”工程，一批标示
性、引领性强的重点农业农村项目相继
投产，为现代农业注入新活力。

江苏沛县

科技助力现代农业更智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如果鲜食玉米的种皮又薄又脆，一口咬下去，满口爆
浆，一定很受欢迎吧？作为玉米‘重度爱好者’，我要分享的
科研‘火花’就是关于鲜食玉米的。”来自北京农学院植物科
学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史利玉笑着说，“我希望通过创新玉
米籽粒种皮厚度测定方法，为选育优质鲜食玉米新品种提
供支撑。”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年学术沙龙在北京农学院图
书馆举行。40名青年教师大胆讲出自己的科研想法，10位
行业专家面对面给予点评和指导。“这真的是一场‘火花四
溅’的沙龙，大家自由研讨、互动交流，开拓了思路，也让我
坚定了信心。”参加活动的青年教师郭洪刚表示。

呵护青年教师创新想法：

一定要重视转瞬即逝的“火花”

“天才等于1%的灵感加99%的汗水，灵感就是各类科技
活动创新的‘火花’，一定要重视这些转瞬即逝的‘火花’，它
也许是一个绝佳的科研‘金点子’，科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例
子。”沙龙伊始，北京农学院副院长段留生分享了他对“火
花”的看法，“有了点子，就有了科研的‘火花’，但这还不够，
需要我们继续努力，让它变成‘火苗’，继而化为燎原之势。”

此次举办主题为“秒聚·火花”的青年学术沙龙，就是希
望呵护青年教师的创新想法，帮助他们找到对接需求、适合
自己又有创新点的研究课题。“沙龙的规则也很特别，每位
青年教师要在3至5分钟时间内，通过一页PPT，向大家清晰
地讲解自己的点子及研究思路，这对青年教师而言，是一道

‘综合题’。”该校科技处工作人员介绍说。
沙龙上，有的教师聚焦前沿，有的教师独辟蹊径，有的

教师对接一线需求，纷纷分享自己的科研“火花”。“沙龙形
式很活泼，座位是自由选择，发言要靠‘抢麦’，主持人也是
自荐，我就是毛遂自荐去当下午场主持人的。”青年教师童
津津笑着说。

来自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点评专家
许操说：“这种形式很好，把青年教师放在舞台的‘C位’，让
青年勇敢表达，这样的沙龙持续办下去的话，相信会有更多
青年教师的‘火花’变成‘火苗’。”

激励青年教师行稳致远：

与其跟跑，不如用创新指引脚步

近年来，北京农学院非常重视青年教师成长，多措并举
为青年教师施展才华搭建平台、提供舞台，此次沙龙就是其
中一个举措。“希望通过‘火花’沙龙，激发青年教师思考一
个问题：与其跟跑，不如想好自己的路径。时时刻刻要有创
新，用创新思维指引脚步。”段留生说。

一个好点子固然重要，但是从“火花”变成“火苗”，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需要
专家指点，需要跨学科交流，需要不断探索、试验，最终才有可能把想法变成现实。”此
次沙龙，北京农学院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
京林业大学等单位的知名专家现场点评指导，他们中有近一半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

10位相关研究领域高层次专家，针对每一个“火花”的创新性、突破性、转化前景
等进行点评和指导，并不断鼓励大家脚踏实地、不断突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燕继晔
说：“我看到了北农青年教师的风采，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他们了解产业需求，找
到研究关键点，祝愿他们越做越好。”中国农业大学王军军表示，活动形式值得学习和
推广，沙龙分享充分展现了北农青年教师的科研实力和巨大潜力。“建议青年教师更
准确地找到痛点、关键点，实现更多突破，产出更多成果。”北京农学院副院长张德强
在现场点评时说。

2021 年新入职的教师刘晓晔说：“专家的点评，让我更加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
更加确定要完成的科研使命，要聚焦前沿科学发展，实现畜禽临床抗菌中兽药先导
化合物的开发。”“专家们的点评深入到位，无论是从问题凝练还是汇报技巧上，都
让我深受启发。”青年教师高坦坦说。青年教师秦晓晓则认为，沙龙活动可以帮助
自己打破惯性思维，碰撞科研“火花”，同时学会了如何讲好科研故事，希望学校将

“火花”沙龙持续举办下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菁

科技创新大潮涌，千帆竞发勇者胜。
2022 年 6 月 28 日，两年一届的大北

农科技奖颁奖盛典落幕。本届评选 65
项成果，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13 项，
二等奖 18 项，创新奖 31 项，奖金高达
1148 万元，是此奖项设立以来奖金数额
最高的一届。

“大北农科技奖奖励了一批我国农
业领域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为推动农
业科技进步作出贡献，赢得社会各界的
广泛好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丁仲礼为大会发来视频祝贺，勉
励大北农集团把企业发展融入到国家
发展大局，勉励农业科学家把荣誉转化
为 动 力 和 担 当 ，产 出 更 多 优 秀 科 技
成果。

大北农集团 1999 年出资设立大北
农科技奖，已经成为集团公益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科技奖励的重要
补充，其目的是通过科技奖励推动农业
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搭
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加速从“0 到 1”的
原始创新，从“1 到 100”的技术创新，从

“100 到千万到亿”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创
新。大北农自创建以来，始终坚持“奉
献社会、强大国家”的企业理念，大北农
科技奖从设立之初走到至今已成功举办
十二届，伴随着推进中国农业实现高新
技术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路走来，
不断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风雨历
程二十三载。

坚守初心，步步为“赢”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我国农业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利用
世界 7%左右的耕地养活全球 20%人口
的奇迹。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
中国新的发展阶段下，加快农业科技进
步是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突出问题的
关键，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的重要出路。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
新，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习近平
总书记说：“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
福祉。”

1999 年，在卢良恕、戴景瑞、范云六
等老一辈科学家共同倡导下，大北农集
团出资设立大北农科技奖，无偿奖励农
业应用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农业
科技工作者。通过奖励和资助让更多
的农业专家积极投身到农业科研一线，
切实解决我国农业科技的实际问题，促
进农业科技创新，助推建设现代农业
强国。

卢良恕院士曾对于大北农科技奖
的设立高度赞同，认为这是立足高远的
举措并全力推动。他连续担任第一届、
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大北农科技奖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带领评审专家
组成员评选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成
果，为大北农科技奖的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

传承铸就伟业，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秉承卢良恕
院士对大北农科技奖的厚望，担任第五
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
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共 7 届 14 年的评审
委员会主任委员。

“大北农科技奖是我国农业方面由
企业主办的最重要的一个奖项，它是国
家奖的一个后备奖项，或者候选奖项。
我认为这个奖项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科
技的发展，培养农业科技人才，都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得到广大农业
科技工作者不断的支持和拥护，我相信
它会办得越来越好。”在戴景瑞院士带
领下，大北农科技奖开启全新发展的新
阶段，从初具影响力到现在阔步迈向品

牌奖项，成为行业争相竞逐的农业科技
奖项品牌。

为感谢戴景瑞院士在历届大北农
科技奖中的辛勤付出，本届大会为戴院
士颁发“特别贡献奖”。

大北农科技奖每两年一届，迄今
已办奖二十三年，邀请 96 位院士、600
多位行业权威专家、180 多家单位推荐
优秀成果，申报项目 3147 项，共有 474
项成果 3000 多位科学家获奖，奖励总
金额 5039 万元，近 60 项成果获大北农
科技奖后获国家奖，大北农科技奖的
前 瞻 性 和 社 会 效 应 得 到 了 很 好 的
体现。

伴随着推进中国农业实现高新技
术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路走来，大
北农科技奖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办奖的
新模式，不断完善科技奖励制度，促进
奖励高质量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
阶段：

——创立摸索阶段。第一、二届是
大北农科技奖的创立摸索阶段，在以卢
良恕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关
心、帮助和支持下，大北农集团逐步摸
索前行和完善评奖机制。

——成熟发展阶段。第三、四届的
成功举办，大北农集团已经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奖项评选不仅注重产业创新，
还关注学术应用价值，评选过程逐渐步
入 规 范 化 轨 道 ，行 业 内 认 可 度 得 到
提升。

——合法规范阶段。第五届以后，
随着国家社会力量设奖的管理办法出
台，大北农科技奖在科技部备案登记为
社会力量设奖，开始走向依法办奖、规
范管理、打造品牌的阶段。

——品牌塑造阶段。2012 年，大北
农集团依托大北农科技奖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直接提名资格，极大提升大
北农科技奖品牌影响力，奖金也逐步增
多，一度超过 1000 万元，成为行业中奖
励金额最高，奖励力度最大的社会力量
设奖。同时，也成为农业领域竞相争逐
的品牌权威奖项。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
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表示，大北农科技
奖对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发挥了极大的
促进作用，为农业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
贡献。此次盛会将成为大北农科技奖
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为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勇担使命，砥砺创新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强。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关键在科技进步。

“十三五”时期，农业科技支撑引领
从“一农”转向“三农”，为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打赢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当前，三农工
作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
农业农村科技发展提出了更加紧迫的
需求。

总体上看，农业农村科技有“一个
好的基础”，就是“十三五”农业科技取
得了显著成就，为“十四五”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据统计，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突破 61％，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超过 71％，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稳定在 96％以上，支撑保障粮食年产
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整体研发水
平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步缩小，农业科技
已经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
要力量。

大北农科技奖自创建以来奖励了
一大批农业重大科技成果，部分成果整
体水平居国际先进或领先地位，为行业
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并得到国家的认
可。获得奖励的“农大 108”“郑单 958”

“中单 808”等玉米品种，“两优培九”
“天优华占”等水稻品种，“西农 979”等
小麦品种，基因组编辑技术、饲料用酶

技术、猪链球菌 2 型疫苗、口蹄疫疫苗
等一大批成果为保障我国新形势下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绿
色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鼓舞了一大批
农业科技人员进军科学前沿，攀登科技
高峰。

大北农科技奖获奖代表、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谯仕彦教授表
示，自己曾获得过大北农科技奖，又两
度通过大北农集团提名获得国家科技
奖。“大北农科技奖搭建的‘产学研用’
合作平台，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造
福农民，受益社会。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彰显大
北农科技奖的作用和生命力。”

“大北农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
培养，在人才的感召、人才的培训以及
不断完善的薪酬激励体系上面，都有很
多的创新。大北农科技奖的设立就是
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截至目前，已累
计投放 5000 多万元，无偿奖励具有创
新能力的科研成果和科研团队。”大北
农集团副总裁王丹玉说。大北农科技
奖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也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深耕行业，秉承公信

只争朝夕，努力打造农业领域竞相
争逐的品牌权威奖项。

“大北农科技奖这项公益事业，是
壮举、是义举，在所有农业企业中也是
绝无仅有的，独树一帜，大北农集团是
最重视、最关心、最支持农业科技发展
的企业。”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中关
村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大北农集
团科技战略院士团主席翟虎渠表示。

戴景瑞院士说：“大北农科技奖是
一项志存高远、着眼未来、激励人才发
展和成果推广的科技奖项，对中国的农
业科技创新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农
业科技进步带来巨大贡献。在评审上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关注成果
的创新性、技术的先进性、为社会创造
的价值和推广应用潜力。”

大北农科技奖是经科技部备案登
记的社会力量设奖之一，严格遵循国家
法律法规，始终坚持依法办奖、规范管
理、打造品牌的办奖原则。

“相较于前十一届，本届大北农科
技奖全新升级，奖励范围更大，奖金更
高，奖项数量更多。”大北农科技奖办公
室主任张子平介绍，奖励范围包括作物
科技、生物育种、畜牧科技、智能养殖、
疫苗科技、疫病防控、植物基因工程、动
物基因工程、基因编辑、生物科技、微生
物科技等重大科技成果。

奖项设立二十三年来，公平性、公
正性及公信力受到业内的广泛认可。
评审工作由农业领域里的权威院士、专
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卢良恕、戴景瑞、
范云六、旭日干、郭予元、夏咸柱、方智
远、陈学庚、陈焕春等院士专家全心全
意做好评审工作，以实事求是和严谨细
致的态度把关评审项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钱前表示，大北农
科技奖积极改革奖励制度，强化科技奖
励导向，顺应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客
观标准，充分发挥专家和学术共同体的
作用，吸纳众多顶尖专家的参与，严格
把关，优中选优，着重奖励一批国际领
先、技术先进、原创性强、推广应用大的
农业科技成果。大北农科技奖始终坚
持“宁缺毋滥”，严标准，高要求，更加
关注成果的创新性、技术的先进性和为
社会创造的价值，以确保评审结果经得
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历届颁奖大会还举办了多场学术
论坛，以此来加强农业科技领域的国际
合作与交流，共同搭建全球农业科技创
新成果展示平台，分别组织以“作物育
种科技创新”“畜牧科技创新”“新型肥
料与生物农药科技创新”“动物疫病防
治科技创新”等为主题的分论坛，实现

对全球创新资源的链接。与会嘉宾深
入交流，集思广益，共同探索农业科技
创新赋能产业发展的新方法，推动了科
学技术与应用创新的良性互动。

提升质量，缔造未来

未来，响应共同富裕，大北农科技
奖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
报告》指出，“十四五”农业科技将继续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把
支撑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作为行动目标，以“突破、
融合、重塑、提升”为指引，突出原始创
新、突出关键作用，放活科研机构、放活
人才队伍、放活技术成果，加快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推动产学研经深度融合，
重塑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农业
质量效益竞争力，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
科技自立自强，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农业强国的新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
的重要基础产业。”科技部中国农村技
术开发中心副主任张松梅表示，大北农
科技奖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提
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走过二十三年，大北农科技奖不断
发展，成为国家科技奖励的一个重要补
充和科技成果推荐展示平台，激发广大
农业科技工作者勇于创新、敢于探索、
积极献身农业科技事业的热情，促进科
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速农业科
技创新。

“全体大北农人铭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谆谆教诲，深深嘱托，肩负报国兴农
使命，期待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解决
全球农业问题、促进人类福祉作出我们
应有的贡献。”邵根伙博士说。

未来，大北农科技奖继续坚持以
“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助推建设现代农
业强国”为己任，秉持老一辈科学家的
嘱托，凝结着大北农集团科教兴农的
光荣与梦想，坚持以公益为本，打造具
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中国特色奖励
品牌。

“一个企业家的力量或许是微小
的，但百川汇合终成江海，每个人的必
胜信念、奋斗意识乃至牺牲精神凝聚在
一起，就是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邵根
伙博士说，在相关部门、中外专家学者
的共同努力下，大北农科技奖越发充满
生命和活力。下一步，将围绕农业发展
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深化国际科技创
新合作，发动创新驱动引擎，共铸农业
科技大奖。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贸易投资
厅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Julie-Anne Nich⁃
ols 表示，中国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在
农业贸易、农业投资以及能力建设与研
发上是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希望双方能
够为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多做贡献。

本届大会还特邀诺贝尔奖获得者
作学术前沿报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
者、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欧洲养分
管理专家 Oene Oenema，诺贝尔化学奖
获得者、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德国马
克斯普朗克生物物理研究所教授 Hart⁃
mut Michel，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
加拉国经济学家 Muhammad Yunus 分
别就各自的研究领域作报告。

“大北农愿与全球的企业、农业科
技人员携手努力、协同创新，多途径、全
方位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农业创新及可
持续发展。”大北农集团首席执行官宋
维平说。

邵根伙博士表示，在农业大变局的
背景下，大北农集团依托近三十年的产
业基础，不断破局创新，开拓向前，融入
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坚定不移地迈向
2035 年全球第一农业科技企业，必将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守正创新向未来
——十二届大北农科技奖发展成就综述

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发育关键期，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为此，贵州遵义桐梓县高
桥镇青杠村党支部组建起一支党员农技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做好田间管理，防
治病虫害，确保水稻优质高产。图为党员农技员何松（左一）在高桥镇青杠村实地指
导农民田间管理。 何灵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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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大北农集团召开第十二届大北农科技奖颁奖暨中关村全球农业科技创新论坛，总奖金1148万元，奖励65

项科技成果，这是大北农科技奖设立以来奖金数额最高的一届。当前，全球正在兴起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我国正在加快

建设科技创新型国家，农业科技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北农集团自1999年出资设立大北农科技奖以来，已

成功举办十二届。回顾十二届大北农科技奖的发展历程及成就，对我国农业科技产生了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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