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院以来，累计审定
推广作物新品种 1641个、
约占全省 40%以上，自育
品种产出和应用牢牢抓住
龙头、始终占据省内主体
地位，发挥了无可替代的
科技支撑作用。

承建省部级以上创新
平台 108个；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19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站长
33人，居全国农业科研院
所前列。

建院以来，以第一完
成单位累计获省部级以上
奖励 717 项，其中获国家
级科技奖励 50项（科技进
步类、技术发明类、自然科
学类、科学大会奖），获省部
级一等奖 73项。“十三五”
期间，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
奖励 148项，其中以第一完
成单位和参加单位获国家
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8项，
以第一完成单位获省部级
一等奖 20项，在省级农科
院系统中名列前茅。

“十三五”至今，先后获得全
国科技特派员优秀组织单位、省
五一劳动奖状、省事业单位脱贫
攻坚记大功单位；团队获得援疆
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先进集体等；科技人员入
围 2019年、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
候选人 2人，获建党百年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劳模、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龙江楷
模等荣誉称号 10余人次。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
2021年岁尾黑龙江省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十八连丰”的取得，离不开科技助力。在省农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娣看来，农业科技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的决定力量。“把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作为新时期促进农业稳定增产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这在我省农业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刘娣表示，
“省农科院矢志不移地以自主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抓手，以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为己任，以科技为犁，深耕龙江这片热土，有力支撑和引领我省
现代农业发展，为农业插上有力的翅膀、牢靠的翅膀，保证农业飞得高、飞得快、飞得远。”

“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
毋庸置疑，这句话是科技的力量
与魅力的真实写照。种业攻关，
省农科院不甘落后。

掷地有声的话语背后，是省
农科院千余名科研人员日复一日
的不懈奋斗。特别是“十三五”至
今，省农科院不断提升利用前沿
科学技术育种能力，致力于培育
高产、优质、多抗、广适作物品种，
不断加大能够满足农产品加工需
求的专用作物品种研发力度，在
水稻、大豆、马铃薯、春小麦等品
种创新领域保持国内领先水平。
累计审定推广作物新品种 431
个、约占全省 40%，为市场提供了
持续稳定的优良品种供给。水
稻、大豆、马铃薯全国排名第一的
大品种长期由省农科院品种占
据，2019年全国常规稻种植面积
前十位品种省农科院有 4个品种
入列，大豆种植面积前十位品种
省农科院独占 8 席。目前，省农

科院的农作物新品种在全省的覆
盖面积稳定在每年 1 亿亩以上，
占全省播种面积 50%以上。在全
省各育种单位中居于首位，为黑
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
做出重大贡献。

在畜禽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
研发与应用，养殖全程技术研发，
寒区新品种选育及育种体系建设
方面也闯出新路。在民猪资源保
存评价、杂交育种与产业化、奶牛
精准饲养、低成本高效高档肉牛
饲养、寒区全舍饲湖羊养殖、籽鹅
优良新品种及寒区肉鹅配套系培
育与推广、畜禽健康养殖防疫及
种养循环技术领域做出了突出贡
献。

不仅如此，在高粱、谷子等杂
粮作物，向日葵、麻类等经济作
物，果树、蔬菜、牧草、食用菌等一
系列作物新品种的育成与推广上
都硕果累累，有效助推了全省种
植结构的调整。

黑龙江地处享誉世界的黑土
带核心区，是黄金玉米带和黄金
水稻带。习近平总书记把黑土地
比喻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并提
出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021 年，省农科院黑龙江省
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正式揭牌成
立，成为全国首个专门以黑土保
护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研院所。
黑土院拥有 65 年的黑土保护利
用研究基础，拥有黑土保护国家
级创新团队，多次承担土壤保护
利用相关的研发项目；建有全国
最早的黑土肥力长期定位监测站
及黑土资源库，构建了与黑土保
护利用、中低产田改良障碍、土壤
改造等相关八种主要技术模式；
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研究水
平处于国内领先，尤其是障碍土
壤改良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国
际领先水平。同时，科研人员还
在省内汤原、穆棱、勃利等 10 余
个市县推广种养结合模式，围绕
种养结合模式，形成寒区轻简化

造肥技术，利用秸秆和养殖废污
进行有机肥生产，并在全省建立
30余个示范点，累计推广有机肥
施用面积 30万亩。

墙里开花墙外香。省农科院
的黑土保护研究在国际上也有较
大影响力，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黑土联盟发起单位和首席主
席单位，为黑土保护研究、土壤资
源利用、政策制设等方面提供科
学支撑。

黑土地保护关键在于用“可
持续”的观念来看待，协调好“用
地”与“养地”的辩证关系，只有双
管齐下、多措并举才能最大限度
养好、用好肥沃的黑土。2021年
5月，科技部对国家耐盐碱水稻技
术创新中心进行批复，东北分中
心正式落户省农科院。目前，省
农科院已经在耐盐碱水稻育种方
面储备了一定成果，龙稻 5号、龙
稻 11、龙稻 18、龙稻 21、绥粳 18等
品种在盐碱地种植均表现出较好
的丰产性。

率先成立 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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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勇做全省农业科技创新“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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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综合实力的不断增
强，让省农科院不仅在实验室的方
寸空间中做出了大文章，更通过“三
区人才”“科技特派员”及扶贫任务
等方式，走出了以科技进步推动龙
江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广阔
天地。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省农科院开
展了全省大豆标准化种植科技服务
行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培训，培训
农民 3.5万人；承担了每年由农业农
村厅、科技厅主导的全省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任务，培养了一大批乡土人
才；累计承担“三区人才”科特派服务
项目 2006个，选派人数占全省总数
的 71%，直接培训农民 20 万人次，
2019年全国科技特派员表彰大会上，
省农科院作为全省唯一优秀组织实
施单位受到表彰；2020年，省农科院
还被评为了黑龙江省事业单位脱贫
攻坚专项奖励记大功集体。

省农科院还在疫情防控与科
技备春耕上同步着手，想在前、做
在前，积极谋划，多渠道开辟“屏
上”、“线上”科技备春耕行动，通
过与省电视台合办《科技助农在
线帮》栏目并同步在网络平台直
播的方式，有效破解了疫情期间
专 家 下 不 去 、农 民 培 训 难 的 问
题。节目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全
国农业科技界和全省农民关注，
在我国首开电视与网络“大小屏
结合”融媒体农民培训新模式，积
攒了一大批“铁粉”。播出的 160
期节目，吸引了超 7100 万人次观
看，许多专家的手机都被“打”成热
线。同时，省农科院还通过组织科
技人员编辑制作了《现代农业新技
术系列科普动漫片》，把最新的农
业科研成果以“生产+娱乐”、“科
学+文化”“传统+现代”的形式推
广至千家万户。

服务“三农”理念与实践走在全国前列

●育有杂粮杂豆品种 86个、年种植
面积约 600万亩、全省占比 70%左右，瓜
菜系列品种 108个、其中瓜类品种居市
场主体地位，工业大麻品种 16个、种植
面积占全省 70%。

●龙粳31水稻品种是全国推广种植面积最大的
水稻品种。

●绥粳18水稻品种是全国推广种植面积最大的
优质香型水稻品种。

●龙稻18、松粳28、松粳22、松粳29分别荣获全
国优质稻（粳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奖。

理念是先导，经济是支撑，机
制是保障。为了能够蓄好人才这
池水，省农科院从项目、资金、平
台等方面不断输出“红利”，努力
让优秀人才进得来、稳得住、留得
下。在全省率先试行绩效工资制
度，出台《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绩
效工资实施方案》，增强了科研人
员的获得感；全力落实人才支持
政策，出台《农科英才支持计划》，
设立“首席科学家”“专项首席科
学家”“农科英才”“农科青年英
才”和“区域农科青年英才”5个类
别的高层次人才体系，对入选的
高层次人才给予效益年薪，二批
32 人次入选，吸引促进一大批骨
干向人才目标努力，科研人员的
攀高热情显著提升。出台了《院
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专家工
作方案》，48名高层次人才入选院
级领导联系服务专家名录，加强
了院党政领导与高层次人才的交
流与服务；完善改革岗位（职称）
评聘机制，建立健全与岗位动态
管理相衔接的职称评聘制度，分
系列评审，分类别评价，评聘结
合、以聘代评，很好地平衡了各方
的利益诉求，得到了全院职工的
认可。

同时，省农科院还大力引进
高层次人才、实施留住优惠政策，
如春泥筑巢，强烈吸引着“鸿雁北
归”。2021年，省农科院新引进 82
名高层次人才，实现了从“人才流
失”到“群贤毕至”的改变。

如今，吸纳留住用好各方面人
才，着力构建“近者悦、远者来”的
良好“人才生态”，已成为推动省农
科院转型高质量发展核心战略。

行稳致远
“雁北归”

“筑巢”生根

●黑河 43 号大豆品
种是“十三五”期间全国推
广种植面积第一的大豆品
种，累计推广面积 9500万
亩。

●合农 71 大豆品种
2019年在新疆石河子市实
收平均亩产 447.47公斤，
创造全国大豆单产新纪
录；在黑龙江省最高亩产
达到 336.2公斤。

●黑农 84 是中国第
一个兼抗大豆病毒病、灰
斑病、胞囊线虫病的大豆
品种，在黑龙江省最高亩
产达到 280公斤。

●克玉 19 是我
省育成的第一个早
熟、高效加工型的机
收玉米新品种。

●畜牧发展历来是农村经济的“半
壁江山”。“十三五”以来，省农科院开展
了民猪耐寒、耐粗饲、肉质优良等种质
特性的分子机制研究。“民猪优异种质
特性遗传机制、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
项目获得 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并初步完成了松巴民新配套系的培

育工作，为省内生猪企业提供养殖技术
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指导；研究并实现了
利用奶公牛犊生产大理石纹高档牛肉；
引入肉用品种湖羊并开展全舍饲配套
生产工艺研究与推广；对地方品种籽鹅
的高繁殖性能和鹅的繁殖调控、营养与
饲料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

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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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作物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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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高效作物应用领域

破解农业科技密码密码
助力龙江十八连丰十八连丰

这是“十三五”期间省农科院改革发展的强劲根基！分布
在全省不同生态类型区的科研单位，致力于从事种质资源创
新、耕作栽培、植物保护、土壤环境、畜牧养殖、食品加工、农村
能源、设施园艺、农业机械、农业遥感、信息技术等农业基础、
应用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

说
农
科
院

龙粳

绥粳 松粳

龙稻

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创新能力全国领先领先

●食品加工领域以我
省大宗和特色农产品资源
开发利用为主线，围绕全
谷物（稻米、杂粮）、大豆蛋
白、林下资源和药食同源
等开展理论和应用研究。

“十三五”期间，建设农产
品加工基地（平台）3个，分
别为“农业部稻谷传统制
品产地精深加工技术集成
基地”、“国家稻米加工技
术研发专业中心”和“黑龙
江省食品加工重点实验
室”；签订技术成果转化合
同 59项，成果已在 10余家
企业进行推广和示范，转
化直接收益 300余万元。

食品加工

●农机研究在重点领
域实现突破，在小区智能
播种、新型智能农机装备
创制、特色作物收获、高效
养殖智能机械及秸秆综合
利用等领域攻克关键核心
技术。自主研发的自走式
鲜食玉米收获机，解决鲜
食玉米收获环节的“卡脖
子”问题，打破了国外高端
农机装备对我国鲜食玉米
收获领域的垄断，为我省
鲜食玉米产业和高端智能
农机装备产业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畜牧业

农业机械
齐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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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黑龙江省农科院三大主栽作物品种在全
省种植面积 11197万亩。全省种植面积超百万亩以
上的品种有 38个、省农科院占 27个。

种植业

省农科院国家现代农省农科院国家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省农科院国际农业省农科院国际农业
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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