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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拓京郊，风雨兼程六十年。

始建于 1958 年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开创首都

农业科研事业和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

秉持“求实创新、团结奋进、争创一流、和谐发展”的农

科精神，砥砺奋进、不断创新，在现代农科研究体系建

设、现代农科人才队伍培养、农科服务保障能力提升

等各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为我国解决“三农”发展重

大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作

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

农作物新品种培育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开

创我国农作物获奖之先河、绘制全球首张西瓜基因

组序列图谱确立了我国在西瓜分子育种领域的领先

地位、玉米自交系“黄早四”组配杂交种近百个，成为

我国玉米最重要的核心种质之一、创建第一个“国字

头”精准农业研究基地、“精准农业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京字号”二系杂交小

麦 播 种 在“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 冬 去 春 来 六 十

载，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中国农业科技发展事业中

捧回的一张张骄人答卷，就像一粒粒种子，播散到全

国各地并走出国门、撒向世界，推动着我国“三农”事

业不断向前发展。

艰难起步，勇攀科研高峰

时光回溯到 1958 年的那个秋天，北京市委市政府

批准组建了北京市农业科学院，这标志着北京市级农

业科学研究机构和专业研究工作从无到有逐步发展

起来了。

示范丰产经验，开展育苗、育种、栽培、贮藏等技术

研究和畜牧品种选育等，搜集蔬菜地方品种，引进国外

蔬菜品种，开展土壤普查，建立疫苗厂，研制作业机

具……建院初期，一大批农业科技工作者克服技术基

础薄弱、科研条件简陋等困难，以“恢复农业发展”和

“开创首都农业科研事业”为中心任务，建立了系统的

农业科研体系，完成了大量良种和农业生产技术的科

研与推广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北京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即便是“文革”期间，科技工作者们也从未停下坚

持科研创新的步伐。他们通过上山下乡与农民结合，

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为这一时期重大成果的涌

现打下了坚实基础。玉米早熟自交系品种“黄早四”

就是在这一时期孕育而生，作为全国农业行业重大科

技成果的五个代表之一，“黄早四”被永久封存于中华

世纪坛；此后开展的甘蓝的杂交优势利用、异源八倍

体小黑麦、桃新品种选育、套种玉米生长发育及关键

栽培技术的研究、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及官厅水系

水源保护 5 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 1978 年全国科技大

会奖；用甘蓝自交不亲和系配制出的早、中、晚熟杂交

甘蓝系列配套新品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获得

国家发明一等奖，开创了我国农作物品种获得发明奖

的先河；采用“花粉培养”生物技术育成的“京花一号”

冬小麦新品种，并成功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种植，获

得市政府特等奖……

1983 年 5 月 16 日，北京市农业科学院正式改名为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围绕提高北京粮食自给率，解决吃

菜难、吃果难、吃肉蛋奶难、吃瘦肉难等问题，深入开展

农业科研和推广服务。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窦店基

点”开展了农业现代化综合研究工作，被国务院办公厅

研究室、北京市政府研究室认为是“现代化新农村的雏

型”。通过不断的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积极开展农产品和畜牧种养工作应用技术

研究，多项技术开创了国内先河，比如育成的早熟玉米

杂交种“京早七号”与早熟性冬小麦品种“丰抗号”及机

械化相配套，实现了省力、省工、高效、增产的效果，获

得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培育成的瘦肉型“杜长北”

三元杂交猪，解决了首都市场买瘦肉难的问题；通过引

进国内外名特优新蔬菜品种，建立“小菜园”进行试验、

示范和试销，走入百姓餐桌；在国内较早开展果蔬无公

害生产技术研究、鸡马立克氏病疫苗等研究，成为疫苗

数最多的地方农业科研院所。

砥砺奋进，创造丰硕成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一代又一代农

科人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动植物种质

资源创新、农产品优质安全高产高效、节水生产技术

创新、农业信息技术与智能装备研发、农产品采后保

鲜、冷链物流配送与精深加工研究、农业生态治理、资

源高效利用与休闲农业技术研究、农业发展战略与科

技情报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捷报频传。

“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中国种业提出的殷切期望。处在首善之区，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当仁不让，率先将育种工作作为科研创

新的突破口。

为了掌握西瓜生长发育的“密码”，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蔬菜中心主任、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许勇带领科研团队历时 4 年，绘制完成了世界上

第一张西瓜基因组序列图谱，确立了我国在西瓜分子

育种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目前，“京欣”系列西瓜品

种在华北、华东等主产区占有率达 60%以上。

带领团队研发出 80多个玉米新品种的玉米中心主

任、农业部玉米专家指导组组长赵久然有一个美称——

“玉米团长”。2013 年，他和团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玉

米标准 DNA 指纹库，2.6 万个玉米“身份证”尽在掌握

之中。“这对规范我国种业市场、保护玉米新品种产权

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让赵久然高兴的是，目前，

指纹库已为管理部门、科研单位、种子企业、农民等累

计检测样品 5 万多批次。而研发出的京科 968 系列玉

米在国审三年之后，推广面积实现每年 3000 万亩，甜

糯玉米占了全国半壁江山。

不仅如此，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张凤兰大白菜育种

团队选育了兼抗 4 种主要病害的大白菜自交系 4 个，

培育出 16 个新一代白菜品种，推广面积 3000 余万亩，

约占全国 30%。该院还在全球首创了中国二系杂交小

麦育种技术体系，小麦 DNA 指纹库容量也达到 3080

份。其西葫芦“京葫 36 号”打破了国外公司一直以来

的垄断；鲟鱼全人工周年繁育及全雌繁育技术处于国

内领先地位。此外，在油蟠桃、樱桃砧木、草莓、杏、葡

萄、苹果、梨、核桃、南瓜、西红柿、辣椒、食用菌、菊花、

观赏草、能源草、观赏鱼、冷水鱼等新品种研究方面，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也取得了诸多重大突破。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国纷纷布局信息技术

等高新技术产业以抢占未来科技领域制高点。为了

抢占农业信息技术领域的“高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瞄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率先布

局，建立了 2500 余亩的国家精准农业研究示范基地，

组建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农业信息化专业研究团

队，并形成了源头技术创新、技术平台构建和重大产

品研发的国家级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信息中心主任赵春江带领团队研发的农机北

斗自动导航与测控技术打破了国外垄断，开发的全国

农业科教云平台、金种子云平台、水稻智能化浸种催

芽系统、航空植保作业监管系统等一系列重大成果在

全国范围广泛应用，为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

化的差距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农业重大问题和全球性食

品危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加大了对绿色生态农业新

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和农产品深加工的研发力

度，建立了田间到市场的果蔬农产品冷链物流技术体

系，提供产地环境监测与预警，农药兽药残留、抗生

素、塑化剂、重金属、微生物毒素等检测技术，开发了

鲜切加工工艺和技术，为农产品安全保驾护航。

为做好畜禽传染病防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发

出多个畜禽用疫苗和诊断试剂；发现并定名了葡萄溃

疡病，率先在国内系统鉴定了葡萄溃疡病和炭疽病的

病原菌种类；蔬菜无基质营养液育苗系统、果菜管道

栽培系统、封闭式循环槽培系统等等一系列现代栽培

技术和设备，为我国农业种植生产实现了节水节肥节

药、高产高效的目标。此外，农科工作者们率先突破

了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的温室设计，为我国南沙、西

沙岛礁上的蔬菜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和保障。在生

防微生物制剂与控释肥料研制、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关

键技术、生态修复技术体系等研究方面，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也都取得可喜进展。

使命担当，推进科技惠农

京东平谷，是远近闻名的大桃之乡。面对激烈的

市场竞争，平谷大桃实现了不断季生产，而这背后离不

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精心策划”。早在平谷大桃产

业发展伊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果所就以大华山镇

为示范基地，育成早、中、晚熟系列配套品种，筛选出

桃、油桃和蟠桃优系 40 余个，在平谷区逐年推广，拥有

22万亩桃园的平谷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大桃之乡”。

不只是平谷，在北京郊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响

当当的“农业名片”，如大兴西瓜、昌平草莓、密云板

栗、房山食用菌、通州观赏鱼……这一张张名片的背

后离不开农科专家们的智慧奉献和辛勤培育。

“我们要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为导向，强化科

技支撑服务。”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党委书记高华表示，

科技惠农既要求我们提高科技服务水平，使科技服务

专业化、网络化、精准化；也要求我们依靠科技的力量

改变低端的、落后的传统产业，发展建设绿色、循环、

低碳、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让农业现代化水平

得到提升，让广大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从 2012 年开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正式实施“科

技惠农行动计划”。通过“1+3”模式，即搭建一个三农

科技服务平台，建立高效机制、建设专业服务队伍和

实施惠农工程，面向京郊开展科技服务和成果示范推

广。2015 年，针对郊区技术需求，又推出“双百工程”，

即在 3—5 年形成百名专家服务队伍和百个以上的亮

点基地。作为科技惠农的一项重要举措，“双百工程”

推出后不到两年，推广安全、生态、高产、高效、节水生

产技术就近 200 项，实现对接基地年均增产 10%以上，

增收节支达到 5000 万元。

目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在京郊建立技术示范

中心基地 140 个，辐射基地 200 多个，构建了以专家为

主体的“院、区、乡、基地”4 级科技示范推广服务体系。

“十二五”以来，共示范推广新品种 437 个，示范推广新

技术 279项，推广的西瓜、大桃、白菜等许多品种已成为

郊区的主导品种。2017 年，70 名科技专家带动对接的

京郊 44个低收入村实现节本增收近 1200万元。

不仅仅是京郊及北京周边的贫困地区，对于全国

其他地方的边远地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也开展了许

多科技服务和科技援助工作。比如根据拉萨市发展

现代农牧业的需要，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与拉萨市农牧

局签署了对口援藏合作协议，组成家禽、奶牛、生猪、

西甜瓜、信息化等专业组，安排专家与以上专业对应

的基地（企业或合作社）进行“一对一”的技术精准对

接，签订 3 年科技服务协议，引进 2—3 个科技成果，开

展实地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生产规划、产业辅导等。

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要求，两年

前，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牵头，联合三地 23家科研和企

业单位率先打破区域行政藩篱，成立了京津冀农业科技

创新联盟。两年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品种、技术和成

果通过联盟在区域内广泛推广应用，并先后启动了“京津

冀精品蔬菜安全生产与供应科技攻关与示范”等项目30

余项，在环首都地区建立精品蔬菜生产示范基地 20个，

北京油鸡示范基地5个，3年累计建立杂交小麦核心示范

区12万亩，节水600万立方米，增产900万公斤。

不仅仅是服务于中国广大农民，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的推进，大批农业科研成果也从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迈出国门走向世界，通过开放办院与国际合作，初

步实现了“立足北京、辐射京津冀、服务全国、走向世

界”的宏伟目标。目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与英国、

南非等 26 个国家签署了院级科技合作协议。

2013 年，得知“京麦 7 号”在巴基斯坦得以推广，并

使当地收成提高 1/3 以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小麦专

家赵昌平喜不自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面积推广、

实现商业化的杂交小麦品种。”杂交小麦不光在巴基

斯坦广受欢迎，还辐射到了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

国，目前，杂交小麦已被列入北京市“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点内容。

“粮种要远播异国他乡，既要对当地粮食安全没

有威胁，又得‘量身定做’以符合当地的真切需求。”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史亚兴说，

“鲜糯玉米现吃最好，不具备粮食长久储备的功效。

而韩国、越南等地又偏爱软糯食品，符合当地百姓的

刚需。”

如今，鲜食玉米品种“京科糯 2000”在越南的种植

面积超过 100 万亩，占越南糯玉米种植面积的 50%以

上。“京科糯 2000”还通过了韩国审定，成为我国第一

个在国外审定的玉米品种。

鲜糯玉米、小麦的海外行销只是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科技合作的一个缩影。除

了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冲出国门，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研发的优质蔬菜品种也在国外展露风采，黄瓜种子

卖到了俄罗斯、油菜籽销到马来西亚、西瓜种子受到

埃及的追捧，还有一些蔬菜优质良种已经出口到美

国、日本、印度、土耳其、印尼、肯尼亚等 20 个国家；温

室控制器、灌溉智能控制终端、精准农业遥感技术、农

业专家系统开发平台等农业信息化产品也输出到了

以色列、加拿大、英国等一些农业发达国家。

“合作不光是单向的技术输出，”在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院长李成贵看来，“一粒种子播撒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就像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将中国先进的农

业技术和优良的种质资源扩大影响。”

面向未来，建设创新中心

时光飞逝，悠悠一甲子。迈入新的时代，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踏上了建设区域农业科研创新中心的新

征程。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地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承

担的是国家前沿农业科技创新。理应在自主创新、原

始创新和农业重大关键技术研究方面产出更多的创

新成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助力、增色、添彩。”

高华表示，全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需求，紧紧围绕国家农业现代化绿色发展总目标和经

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牢牢把握国家农业科技重大需

求，不断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科技服务能力和国际影

响力，力争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打造成为具有广泛影

响力的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如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搭建起实力雄厚、架

构齐全的现代农科研究体系，包括 14 个专业研究所和

中心、4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 个国家工程实验

室、7 个农业部学科群重点实验室、18 个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具有国际种子质量检

测资质认证实验室（ISTA）、6 个国际联合实验室。拥

有 1 个具有独立招收资格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同时，一支规模庞大、水平一流的现代农科人才

队伍逐渐培育成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拥有中国工

程院院士 1 人，农业部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2 名，

国家杰青 1 人、优青 1 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1

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万人计划、科技部创新人才、

农业部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国家级突贡、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科学家等各类人才 150 余人。北京学者 3

名，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 6 名。科技部重点领域创

新团队 2 个，农业部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 7 个。

近十年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加大了科研仪器设

备的投入，新增大中型仪器设备 8000 余台（套），科研

装备水平达到国际水准；在京建立示范基地 140 余个，

辐射基地 300 多个；在京外建立示范基地 130 多个，极

大提升了服务力和影响力。

“十二五”以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新上各级各类

项目 2033 项，其中国家级竞争项目占 60%左右；获得省

部以上政府科技奖励 147项，研发出各类成果与知识产

权 3100余项；发表 SCI论文 749篇，在《自然·遗传》上发

表的有关西瓜基因组测序的论文，影响因子达 35.4。

“六十年来，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为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为建成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中的一个活跃、有竞争力的主体，这几年，我们跟

踪国际学术前沿，面向重大产业需求，抢占农业科技

创新的先机，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国家急需的领

域取得了突破，充分展示了学院的特色和优势。”李成

贵表示，在新的时代，农科院要坚持“创新立院、改革

兴院、人才强院、开放办院”的方针，着力提升全院的科

技创新能力和推广服务能力，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努

力实现“局部创优势、整体上水平”的目标，加快建成

国内一流的创新型农科院。

可以想象，将来，依托一流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水

平、顶级的科研平台和设备、不断深化的体制机制改

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必将更好地服务于“四个中心”

功能与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为提升“四个服

务水平”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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