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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麦冀麦、、衡麦系列小麦品种河北覆盖率超衡麦系列小麦品种河北覆盖率超3030%%，，冀麦冀麦325325连续连续33年入选河北节水推荐品种年入选河北节水推荐品种，，成为华北麦区的主导品种成为华北麦区的主导品种；；

冀酿冀酿22号号、、冀酿冀酿33号等冀酿系列高粱品种全省覆盖率号等冀酿系列高粱品种全省覆盖率7373%%，，在衡水市种植在衡水市种植4040余万亩余万亩，，成为全国多家大型酒厂争相采购的原料成为全国多家大型酒厂争相采购的原料；；

冀花系列高油酸花生品种在河北覆盖率超冀花系列高油酸花生品种在河北覆盖率超4040%%，，全省推广面积达到全省推广面积达到180180万亩万亩；；

冀豆系列冀豆系列““双高双高””大豆品种河北覆盖率大豆品种河北覆盖率6868%%，，冀豆冀豆1212、、冀豆冀豆1717等入选全国主导品种等入选全国主导品种；；

““黄冠黄冠””梨全国推广梨全国推广150150万亩万亩，，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梨品种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梨品种，，占据河北占据河北““半壁江山半壁江山”；”；

水果贮藏保鲜创建了薄膜包装复合处理技术水果贮藏保鲜创建了薄膜包装复合处理技术，，延长货架期延长货架期5050%%以上以上，，在在2020多家大型果品保鲜加工龙头企业应用……多家大型果品保鲜加工龙头企业应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省委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省政府领导下，，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坚持完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坚持完整、、准确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秉承发展为第一要务秉承发展为第一要务，，大力实施科技创大力实施科技创

新新、、科技服务计划科技服务计划，，以党建为引领以党建为引领，，依法依规办事依法依规办事、、科学民主治院科学民主治院，，全院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全院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社会影响力明显增强社会影响力明显增强。。

结合科研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科研——
以党的建设引领业务发展，打

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
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和农业科技工
作非常重视，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中
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要下决心把民
族种业搞上去……这些重要论述为农业科技工
作指明了方向。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党组坚持第
一时间学习和跟进学习，坚持和加强党对农业
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探索并践行“结合科研抓
党建、抓好党建促科研”工作思路，坚持用党的
创新理论指导实践，使党支部成为业务上攻坚
克难的战斗堡垒；培树先进典型，弘扬科学家精
神，真正发挥党员在业务中模范带头作用；高度
关注青年成长，大力实施“青年十条”专项行动，
多措并举引领青年科技人员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接力前进重任。

通过把党建融于科研工作中，引导广大职
工忠于党、忠于事业，全院涌现出“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巾帼标兵”“全
国文明家庭”“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北省道
德模范”“河北省千名好支书”等一大批先进集
体和个人。经作所组织科技专家长期致力于太
行山革命老区和张承地区科技扶贫攻坚，被省
委省政府授予“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
号；植保所微生物杀菌剂产品创新与产业化创
新团队，在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上取得
突出成绩，被中组部等四部门联合授予第六届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粮油
所张孟臣研究员，四十年如一日，一生只为一件
事，《人民日报》对他扎根田间潜心培育大豆品
种的感人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

全院共建成省级文明单位 5 个、省直文明
单位 4 个；具有农科院特色的多个优秀党建创
新案例和支部工作法在省直机关推广。

不忘初心，十年磨剑———
坚持人才强院，强化平台建设，

提升项目水平，科研实力不断增强

为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能力，河北省农
林科学院牢固树立“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思
想，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打造各级科
技研发平台，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

——坚持人才强院。目前，全院博士 154
人、硕士358人，占全院专技人员总数的68.1%，
比十年前增加30个百分点。拥有中华农业英才
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3人，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22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专家19人；省高端人才5人、省管优秀
专家 17人，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50人、省杰出
专业技术人才3人；“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
创新团队”1个、省“巨人计划”领军人才及其创
新团队4个、省科技创新团队3个。

——强化平台建设。全院共拥有国家作物
改良中心2个、分中心5个，农业农村部区域重
点实验室5个、野外科学观测站10个、农作物品
种抗性鉴定站 2 个、国家植保微生物种质资源
库1个、环渤海园艺作物种质资源圃1个，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实验站25个；建成省级
重点实验室4个、技术创新中心5个，以及种质
资源保存中心、土壤有害生物分子检测中心、农
产品保鲜加工研究中心、果树根系检测系统等
一批特色平台。

十年来，全院依托高效运转的科技创新体
系，共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 1571 项。其中国家
级科技课题 560 项，主持“项目级”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6项；省部级科技项目1011项，主持获批
了省基金首批重点项目和首批创新研究群体
项目。

牢记使命，加强科技创新——
546 个新品种、457 项新技术和

新模式，为河北农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不断研发新品种，面向省情
实际，聚焦破解难题，推动技术突破。

——培育新品种 546 个。选育的国家级节
水小麦品种、国家主导品种衡观 35覆盖全国 9
省市，累计推广2亿多亩，冀麦325、冀麦418、冀
麦585、衡S29、衡4399等连续多年入选国家、省

节水补贴绿色小麦推荐品种。创制的谷子抗除
草剂种质应用于全国各育种单位，实现了谷子
简化栽培，被誉为“谷子生产的一次技术革命”。
高蛋白大豆品种冀豆 12 已作为黄淮北片区试
对照品种多年，高油大豆冀豆 17，是我国历史
上区试产量最高、扩区审定最多、适应区域最广
的大豆品种，在藁城万亩示范田平均亩产275.6
公斤，被盖钧镒院士称为“全国的标杆”。冀花系
列高油酸花生品种河北覆盖率超 40%，被鲁花
集团等油脂加工企业批量利用，冀花 16 获评
2020年全国“农业农村10项重大新产品”，冀花
18、冀花19等入选2022年全国主导品种。

早熟梨“冀秀”，外形酷似鸭梨，风味优于鸭
梨，成熟期比鸭梨提早 40天，以 1000万元的技
术转移价格刷新了河北省水果品种转让纪录。
板栗品种“燕山早丰”，2020年被国家林草局遴
选为“100 项重点推广成果”，是目前全国唯一
种植面积突破 100 万亩的板栗品种，出口量占
京东板栗总量 50%以上。草莓种质资源占有量
和培育品种数量位居全国第三位。

——研发新技术和新模式 457 项。在绿色
和轻简化生产上，首次明确了我省小麦茎基腐
病主要病原菌为假禾谷镰刀菌，提出了适期晚
播防治技术，创制了咯菌腈与戊唑醇复配高效
种衣剂，综合防治效果达到70%以上；首次发现
并开展粮田虫害二点委夜蛾发生发展规律及防
治技术研究，提出了玉米清垄播种、应急化学药
剂喷雾等综合防治技术，综合防效达到 90%以
上。研发出微喷灌、自动伸缩式喷灌等一批关键
技术，集成不同环境下作物节水技术标准30余
项，实现了生物节水、农艺节水与工程节水紧密
结合。构建了小麦、玉米、谷子、高粱、棉花、大
豆、花生、甘薯等全程机械化绿色生产技术体
系，研制出克抗性药剂及高效减量使用关键技
术，实现农机农艺植保紧密结合，平均省工75%
以上，减药30%以上。熊蜂工厂化生产及授粉关
键技术，省时省工，果菜品质产量提升显著，在
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应用，市场占有率超 60%。
研发出 8 种主要蔬菜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构建
了不同栽培模式果园“四适三减”高效用水技术
体系。

开展耕地质量提升技术研究，摸清了40年
来我省耕地质量变化规律，明确了影响农田土
壤有机质快速提升的关键因子，开发了适于我
省农田的土壤培肥技术模式，提高小麦玉米产
量 10%以上。在 0.3%～0.5%含盐量的中度盐碱
旱地上，建立苜蓿与粮食作物轮作模式，亩产苜
蓿（干草）700-1000 公斤，亩纯收益 1000 元左

右。在曹妃甸含盐量 3.0%以上的滨海滩涂上，
综合利用多种生态化技术，累计推广 3000 亩，
绿植成活率90%，实现了滩涂变绿洲。开展中低
产田开发研究，组织实施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
程，在技术研发、模式集成、成果转化等方面均
取得重大技术突破。集成了7套增粮技术模式，
3 年累计推广 3161 万亩，增粮 30.16 亿公斤，节
本增效 74 亿元，节水 18.6 亿立方米，11 家企业
转化成果获效益 7796.6 万元，6 名院士评价成
果居国际先进水平。

十年来，全院获得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209
项，其中主研获得国家级奖励7项，主持获得省
部级一等奖 34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410 件，制

（修）订地方及行业标准457项。21个新品种和42
项新技术新模式入选省部级主导/主推序列。

为民服务，促进成果转化——
在不同生态区建立技术示范基

地，示范、培训、推广融为一体，把论
文写在燕赵大地上

为让先进技术快速应用于生产，河北省农
林科学院紧紧围绕粮食安全、结构调整、限水压
采等省政府重点工作，通过基地示范和巡回指
导，强化科技帮扶，服务乡村振兴。

——打造高标准示范基地。围绕全省特优
区布局，以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示范展示与引领
带动为目标，在全省不同类型农产品优势生产
区建设 44 个高标准科技示范基地、300 多个示
范样板，核心示范区 30 多万亩。在宁晋、景县、
永年、曹妃甸等地建立粮食示范基地；在青县、
崇礼、沽源、固安、阜平等地建立蔬菜示范基地；
在深州、平山、行唐、隆尧、宽城、平泉、昌黎、卢
龙、滦州等地建立果树示范基地；在涉县、井陉、
平山、隆化、定州等地建立药材示范基地，年均
示范新品种、新技术 200 余项。宁晋基地小麦、
玉米千亩核心区连续 3 年实现节灌水 50%、节
氮肥 20%、节工 20%、节地 5%，小麦玉米全年平
均亩产达到 1528 公斤；青县蔬菜精品示范基
地，实现节本30%，亩增效益1000元以上；深州
基地蜜桃含糖量整体提升2个百分点，“还原了
深州蜜桃老味道”；涉县基地解决了柴胡出苗、
连翘仿野生种植等技术难题，种植面积扩展至
25万亩，跻身全国三大产区之一。

——深入开展巡回指导服务。积极培育科
技特派员队伍，年均选派 150 余名科技人员深
入 120 个贫困村开展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引
进示范新品种新技术 140 余项，年开展科技服
务活动 200 余场次，直接受益农户 1.5 万人，带
动3.7万贫困户直接增收，为助力贫困地区脱贫
致富发挥了积极作用。及时推出“燕赵农科”网
络科技服务平台，为促进成果推广与转化提供
了新的有效途径。

十年来，全院共科技助力建设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 19 个、省级以上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75个、山区“一县一业一基地”8个，对接服务
国家或省现代农业园区46个，支持建设农业科
技创新驿站34个。建设科技引领型乡村振兴示
范村6个。

回首过去，成绩斐然；翘首未来，砥砺前行。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广大干部职工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努力肩负起河北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的使命与责任，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为推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
北作出新的贡献！

2019年以来，围绕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需
求，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积极探索促进区域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的科技服务新模式，先后与衡水
市、邯郸市、定州市等地方政府签署农业科技合

作框架协议，按照“优势产业抓升级、特色产业
扩规模、传统产业促调整、绿色产业强品牌”的
思路，围绕当地政府、市场及新型经营主体需
求，开展“定制式”技术服务，解决生产上重大问
题，助力区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创新推广与合作模式。在国内首次创
立了“选准一个特色产业、选配一个专家团队、
对接一个政府部门、扶持一家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龙头企业）、确立一条‘绿色+’技术路线、打
造一个示范样板基地、创建一个优质品牌、建立
一套激励机制”的“八个一”院地科技合作新模
式。创新实施了以合同约束为基础的“政府推
动、专家促动、龙头拉动、典型带动、农民主动”
的“五动组合拳”技术推广新方式，初步构建了
精品基地带动的产业集中发展格局，与河北省

目前推动的打造特色产业集群的要求高度契
合，促进了科技要素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

——开展“定制式”技术服务。根据当地政
府需求，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对区域农业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发展瓶颈问题，对
接20余个县市区农业特色产业建立70多个示范
样板，组织举办大型技术培训84场次，培训各类
农业从业者7135人次。组织全院有关研究领域
88名专家共同编纂了31万字的《现代农业绿色
生产技术》院地科技合作培训系列教材，系统讲
解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特性和全程绿色生产技术
的原理和应用方法，向县域农业技术部门和新型
经营主体技术骨干发放1000余册。提出产业发
展或技术建议13份，多数建议被省主管部门和
相关市、县政府采纳。其中关于发展高油酸花生、
油菜、优质谷子种植和推行粮食生产全成本与种

植收入保险的建议被写入2022年省委省政府出
台的《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实施意见》。

——创建区域农产品品牌。院地合作全力
助推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或产品品牌创建，先
后做亮区域公用品牌13个，培育企业优质产品
品牌 33个，完成产品绿色认证 12个，认证地标
5个，标准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品牌注入了新
内涵，促进产品质量显著提升，市场影响力不断
扩大。武安小米、深州蜜桃、曲周蔬菜（种苗）、涉
县柴胡、魏县鸭梨、饶阳设施葡萄、饶阳设施蔬
菜、邱县红薯（食用）、阜城高粱、武邑红梨、安平
生猪（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大名花生、馆陶黑
小麦、阜城西瓜、涉县连翘等先后被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林业
和草原局评选为河北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成
为当地的一张靓丽名片。

自项目实施以来，新品种、新技术在合作县
市区累计推广应用达368.7万亩，新增经济效益
14.25亿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累计新增纯收益
3.58亿元。

2018 年以来，经省政府批
准，在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
下，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组织实
施了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专项，
围绕粮油作物节本增效、经济
作物高效生产、农产品加工增
值与农业业态创新、农产品质
量与农田生态环境安全四大
领域，设置科技创新、科技服
务、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人才
队伍建设四大板块，组织实施
重大科技攻关行动。截至 2021
年底，建成实验室-试验站-示
范基地“三位一体”的创新平
台体系，打造了近百支稳定的
科技创新团队，实现了科技资
源有效配置，创新能力得到有
效提升。

——取得若干突破性基
础研究成果。在农作物基因挖
掘克隆、基因编辑、育种技术
和生防菌作用机制等方面取
得显著进展，利用 ms1 不育基
因创新大规模大豆轮回育种
群体技术属世界首创；创制适
合谷子等单子叶植物的基因
编辑载体，突破基因型限制，
极大促进谷子基因功能研究；
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基因的植物
表达载体，为氮高效小麦转基
因育种和小麦品质育种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和材料基础。在
遗传育种、植物保护等学科的
基 础 研 究 上 保 持 全 省 优 势
地位。

——育成一批有影响力
的新品种。培育新品种131个，
包括国审品种30个，获得植物
新品种权 47 项。冀麦 U80、冀
麦765等小麦新品种在抗旱节
水及优质中强筋小麦育种上
居全国领先水平。育成了国审
适宜机械化粒收玉米新品种
衡 9，国审早熟、耐密、宜机收
玉米新品种九衡 517，机械化
粒收损失率低。优质高产强耐
盐水稻品种滨稻 8 号，列入全
省主推品种。育成冀 1518、冀
棉646、冀863等一批适宜机采
棉花系列新品种。冀花系列高
油酸花生品种推动了河北高
油酸花生产业快速发展。冀谷系列谷子品种河
北覆盖率达 53.3%，夏谷区覆盖率超 80%。在酿
酒高粱选育方面居全国领先。“冀番系列”和

“冀粉系列”番茄品种解决了棚室番茄抗病毒、
耐贮运等技术瓶颈。“光系列”葡萄新品种，市
场认可度高，综合效益提升30%。

——研发出一批重大产业技术。研发新技
术136项，制（修）订技术标准和规程99项。研制
重大病虫草害检测预警和绿色防控等植保关
键技术20余项；构建冬小麦机械化氮磷增效阻
控、设施蔬菜“双减”等技术模式，为河北省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提供有效支撑。创建黑龙港

“油菜（绿肥）+高粱/谷子”旱作雨养生产模式，
为地下水压采提供了可行技术模式。制定了小
麦、谷子、水稻、花生、甘薯、韭菜、板栗等 20项
全程绿色生产技术规程，为相关产业健康发展
提供标准规范。建设“中药材质量追溯服务平
台”，实现基地和药企有效对接。

该专项实施以来，累计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204项，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28项，其中国家科
技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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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这十年这十年””

努力探索科技服务新模式

院地科技合作推动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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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麦系列品种在衡水景县的收获现场衡麦系列品种在衡水景县的收获现场。。

盖钧镒院士考察大豆创新团队科研工作盖钧镒院士考察大豆创新团队科研工作。。

马平微生物农药创新团队获第六届马平微生物农药创新团队获第六届““全国全国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称号。。

冀谷冀谷3939现场观摩会在衡水市季节性休现场观摩会在衡水市季节性休
耕区召开耕区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