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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树形及其整形修剪技术。

▲湖北省农科院聘用7名首席科学家。

湖北是传统农业大省，农业科技创新在湖北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湖北武汉考察，对科技自立自强等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提出“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等
殷殷嘱托。

作为湖北农业科技工作的主体力量，总院地处
武汉南湖城市副中心的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历经建
院 70余年来的建设和发展，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省级
农业科研机构第一方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从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到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湖北农科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遗余力地促进农
科教推、产学研用相结合，在推进湖北农业强省建
设、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奋斗实践中肩
负着重要使命担当。

7月1日，湖北省农科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湖北省农科院党
委书记刘晓洪表示，我们一定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
似海深情、如山厚爱，要高举旗帜，完整准确全面理
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坚持
科技自立自强，围绕湖北省委省政府实施的十大重
点农业产业链建设，大力开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建设，为推动建
设全国科技创新高地和全国现代农业基地贡献农业
科技力量，助力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
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展现湖北农科人的作为。

十年来，湖北省农科院紧紧围绕科技自立自强
这一核心，不断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两个体系建设，增强“钱变纸”和“纸变钱”两个能力，
深入推进农业科研方向、科研组织模式和科技服务
对象三个调整，切实抓好农业科技创新驱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农业科技平台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四
大任务，着力实施农业科技“五个一”行动、“五五”工
程。通过聚力聚焦“一核心、二体系、三调整、四任
务、五工程”发展思路，整合相关科技创新资源，坚持
需求和问题导向，加快培养学科团队带头人，不断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成果转移转化能
力，为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作出新
贡献。

面向农业科技前沿和重大需求，
勇攀农业科技高峰

湖北省农科院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二十世纪
初，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南湖农业试验场。新中
国成立后，历经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华中农业科学
研究所、湖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1978年元月更为现
名，是湖北省政府直属、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农业
科研机构。设有 10个研究所（中心），拥有 2个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个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等
126个创新平台。全院现有版图面积 2万亩，分布在
武汉市洪山区、江夏区，鄂州市、恩施州。在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拥有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
长28人，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十年来，湖北省农科院科技事业发展步入快车
道，各项重点工作均迈上新台阶、取得了新佳绩。承
担各类科研项目 3719项，落实项目经费 22.32亿元，
同比增长343%，科研项目经费逐年递增，是农业科技
投入快速增长的十年。

湖北省农科院首次主持原农业部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粮丰
工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合作专项多项，项目

经费合计超过1.1亿元；主持或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重点专项 124项，总经费达 1.65亿元；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101 项，其中，面上项目 19
项，青年科学基金 83 项，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质的飞
跃。先后承担了“非洲农作物种质资源抢救性引进
与合作研究”“家禽主要细菌病防控技术研究与示
范”“节粮型高瘦肉畜转基因猪新品种培育”“耐热抗
病优质辣椒核心种质创制合作研究与应用”“湖北单
双季稻混作区周年机械化丰产增收技术集成与示
范”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163项，其中，国家科技
奖励 12项，省部级一等奖 35项，首次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特等奖、中国专利金奖、湖北省专利金奖。其
中，“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特等奖，“长江中游优质中籼稻新品种培育与应
用”“新型天然蒽醌化合物农用杀菌剂创制及其应
用”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为保障粮食安全
和湖北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科技支撑。

开展农业产业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审（认）
定动植物新品种 191个，获专利授权 793项，颁布实
施技术地方标准 263项。育成优质稻新品种“鄂中 6
号”，解决了湖北高档优质稻品种退化以及优质和香
味不能兼顾的问题。选育出“硒都黑猪”，是湖北省
首个通过国家审定的生猪品种，实现了湖北省生猪
国审品种“从 0到 1”的重大突破。“农湖 2号”蛋鸭配
套系，是湖北省第2个通过国家审定的蛋鸭品种。选
育出湖北省首个高花青素鲜食甜玉米品种“嘿甜
88”、抗根肿病高山萝卜新品种“楚玉2号”、熟卤专用
型辣椒新品种“鄂干椒101”。

新增部省级重点实验室 9个（农业农村部 6个、
湖北省3个），国家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6个，农业农
村部农业综合科研试验基地 2个。湖北省技术创新
中心、省工程研究中心、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3个，
省校企共建研发中心（企校联合创新中心）48个。深
度推动和参与湖北洪山实验室建设，获得国家和省
级国际科技合作、引智创新示范、农业科技示范展
示、乡村振兴科技示范等基地 14个（国家级 3个，省
级11个），为打造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和现代农业基地
提供了平台支撑。

服务经济社会主战场，务实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湖北省农科院始终把坚持服务三农作为根本
价值导向，结合湖北的地方特色、产业布局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深化院地、院企合作共建，加快
创新成果转化力度，强化科技与经济、成果与产业、
人才与企业的融合，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农业强省注
入“科技芯”，全力打造为农服务的农科品牌。

湖北潜江虾稻、京山桥米、远安瓦仓米、枝江砂
梨、红安甘薯、秭归脐橙、罗田黑山羊、嘉鱼瓜菜、麻
城辣椒、恩施茶叶……这些地方特色产业区域品牌
的飞速发展，离不开湖北省农科院的科技支撑。

围绕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十大重点农业产业
链建设，湖北省农科院统筹全省农业科技资源，找准
定位、迅速行动、主动对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落实“五个一”工作机制（即1条产业链、1名院领
导领衔、1个研究所对接、1个处室协调、1个团队支
撑），组织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联盟，组建跨
单位、跨学科创新团队，开展“一体化”协同攻关，为

产业链各重点环节提供技术指导和科技支撑，有 18
人次入选湖北省十大重点农业产业链专家团队。为
解决小龙虾剥壳难、用工量大的问题，加快推进小龙
虾剥壳机械研发并取得较好进展。围绕茶区域品牌
建设，着力推进茶品种、种植、加工各环节品质标准
体系建设。此外，有力助推中药材、蔬菜、柑橘等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

十年来，为加快成果转化和技术支撑，助力地方
经济和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先后与湖北 43个市州县
开展科技合作，共建 9个省农科院市州分院和 29个
专家大院。扎实做好枝江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
县共建工作。全省建立核心示范基地368个，以成果
转让、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和培训等合作方式，与156
家农业产业化企业深度融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十三五”以来，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1000余项，成果转让、技术服务签约金额超过3亿元。

完善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修订《湖北省农科院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建设两个国家成果转
化“武汉分中心”和院技术转移中心。主办首届湖北
农博会农业（种业）创新成果转化大会，积极推介我
院科技成果，社会反响良好。“梨树‘双臂顺行式’新
型棚架树形及其整形修剪技术”荣获 2020中国农业
农村重大新技术（全国仅有 9项技术入选）。“死亡谷
芽孢杆菌”系列成果以 5000 万元成功转让，创下我
国生物农药领域历史记录。优质生猪新品种“硒都
黑猪”以1000万元成交价转让。“农湖2号”蛋鸭新品
种以 500 万元成交。“鄂中 6 号”“鄂干椒 101”“黑头
羊”等90项科技成果本省就地转让，转让金额达2900
万元。

坚持人才强院战略，不断优化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

人才是科研单位第一资源。经过近十年的探索
实践，湖北省农科院党委全面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切
实提升人才支持保障力度，提升科技人员和管理人
员能力素质，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加速推进“人

才兴鄂”落地落实，取得了较好成效。
十年来，湖北省农科院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

技创新规律，系统谋划人才培养，出台《湖北省农业
科学院人才队伍建设“十四五”规划》，每年投入2000
万元专项资金，先后实施院首席科学家、领军人才、
拔尖人才 3项人才称号，院士后备人才培养、领军人
才培养、青年拔尖人才培养、特聘研究员（副研究员）
培养、出国访学、在职学历提升、新进博士培养、博士
后引才、联合培养研究生等 9项人才培养计划，构建
了高质量的“1+3+9”人才发展体系。

队伍强则事业兴。近十年来，湖北省农科院不
断加大人才外引内培力度，落实“一人一策”引才政
策，扎实推进“博士倍增计划”，推动人才挂职锻炼和
下沉服务，建设“一懂两爱”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不
断完善人才引进、培育、评价、激励等体制机制，让科
技人员“捧鲜花”“走红毯”“名利双收”，培养造就了
一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游艾青、焦春
海、喻大昭、邵华斌、杨自文、邱正明、孙中海、姚明
华、梅书棋、毕延震、刘晓艳……一批批业内翘楚为
湖北农业科技创新树标杆、把方向、带队伍、出成果。

“十三五”以来，湖北省农科院遴选7名首席科学
家、7名领军人才、17名拔尖人才、5名院士后备人才
培养对象、35名领军人才培养对象、81名青年拔尖人
才培养对象，选派出国访学人员 29人。荣誉源于实
干，依托青年拔尖人才定制培养，2022年，湖北农科
院水稻专家周雷研究员荣获第 26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

坚持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创
新创业活力

十年来，湖北省农科院党委着力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扎实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充分释放创新活
力，在体制机制和模式创新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
得了显著成效。

率先在全国成立首家投入实质性运行的省级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建立区域性湘鄂赣农业科技创新

联盟和湖北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被认定为首批国
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其中湖北省创新联盟被评为
标杆联盟。牵头组建的国字头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桑树产业国家创新联盟”获得国家林草局批准。
“十三五”期间，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在全省实施

农业科技“五个一”行动，即组织全省农业科技工作
者开展 100项重大农业科技项目研发，与全省 100家
以上农业企业深度合作，进驻 1000个村进行科技培
训和科技服务，深入 1万户农家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培养1000名农业科技精英。连续四年写入湖北省委
一号文件和省政府工作报告，并圆满收官，成为湖北
全省农业科技工作者服务三农的总抓手。

“十四五”期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组
织实施农业科技“五个一”行动的升级版——农业
科技“五五”工程，即突破 50项农业产业发展关键核
心技术，集成示范 500项农业先进实用科技成果，推
广 50 项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建设 50 个农业科技
引领示范村（镇），发展壮大 50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这是新形势下做好湖北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的
具体实践。

通过优化整合研发团队，构建“首席专家+科研
骨干+科研助理”阶梯形的农业科技创新团队；优化
创新中心资金管理，赋予首席科学家在选题立项、人
才配置、经费使用、绩效分配等方面自主权；健全“企
业+科研团队”、科技人员技术入股、科技成果赋权等
市场化成果转化机制，落实成果转化贡献奖励，充分
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党的
十九大代表、湖北省农科院院长游艾青表示，要大力
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抢抓国家布局建设武汉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
遇，继续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需求导向，加强原创性、
引领性的科技攻关，用科技助力种业创新，把种子攥
在自己手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推进科技与产业双
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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