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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2010年，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建院50周年了。
经过50年的发展，全院现设有水稻、茶叶、果树、作物、甘蔗、食用菌、畜牧兽医、生物技术、农业
生态、植物保护、土壤肥料、农业生物资源、农业工程技术、农业经济与科技信息等研究所和中心实
验室以及科技干部培训中心共16个研究（服务）机构。
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心）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6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个；建有国
家和省级资源圃和野外观察站8个。
全院共有142多公顷实验场（圃），保存珍贵作物种质资源13000多份。
全院在职职工1090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级专家6人、省级专家19人、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73人、进入国家&ldquo;百千万人才工程&rdquo;人选5名、进入省&ldquo;百千万人才工
程&rdquo;人选39名；研究员120人，副研究员221人，中级专业技术人员317人；博士（生）102人、硕
士（生）307（含在读）人。
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中农院研究生教学实习基地，每年合作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100名左右。
建院以来，共取得国家、部省级科技奖励成果385项，其中省部级二等奖以上重大成果104项。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坚持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适当开展基础研究，建立了作物育种、园艺
科学、农业微生物、农业生态、动物传染病、基础生物学、植物保护、农产品加工、农村区域经济、
食用菌等10个创新团队，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在水稻育种（超级稻、转基因水稻）、果树育种（枇杷、龙眼）、动物病害（番鸭细小病毒病、欧鳗
小瓜虫）、植物保护（捕食螨、柑橘黄龙病、生物杀菌剂&mdash;ANT18098A和生物杀虫剂。
BtA）、农业生态（红萍资源）等方面研究居世界先进水平。
近年来实施&ldquo;双百&rdquo;行动，每年选派百名农业专家深入基层服务百家农业龙头企业，选派
百名农业专家驻点农村服务百个规模经营的专业农户。
建立了20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技术示范点和300多个规模种植科技示范基地，探索出农业科技服
务&ldquo;三农&rdquo;长效机制，有效推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为了对福建农业科学院成立以来的科研历程进行总结，以凝心聚力，加快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海
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配合50周年院庆活动收集相关资料，汇集成《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五十年》。
在资料收集过程，原院纪委书记钱午巧、申养峰、林式雍等作了大量工作（2004年）；而后，院党办
和院办继续工作（2008年）；此后，两次返回各单位修改补充，前后四易其稿直至完成。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五十年》简要记述了福建农业科技的百年发展历程，重点记录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的科学研究、成果推广、科技开发与科研管理的发展历程，以及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综合进
展与成就，并附录科技队伍等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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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坚持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适当开展基础研究，建立了作物育种、园艺
科学、农业微生物、农业生态、动物传染病、基础生物学、植物保护、农产品加工、农村区域经济、
食用菌等10个创新团队，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在水稻育种（超级稻、转基因水稻）、果树育种（枇杷、龙眼）、动物病害（番鸭细小病毒病、欧鳗
小瓜虫）、植物保护（捕食螨、柑橘黄龙病、生物杀菌剂－ANT18098A和生物杀虫剂.BtA）、农业生
态（红萍资源）等方面研究居世界先进水平。
近年来实施&ldquo;双百&rdquo;行动，每年选派百名农业专家深入基层服务百家农业龙头企业，选派
百名农业专家驻点农村服务百个规模经营的专业农户。
建立了20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技术示范点和300多个规模种植科技示范基地，探索出农业科技服
务&ldquo;三农&rdquo;长效机制，有效推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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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1984年5月，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福建省科委《关于开展科研单位改
革试点意见书的报告》，畜牧兽医研究所成为首批省科技体制改革试点。
试点内容主要包括：试行所长负责制和任期制，调整所内的组织机构和结构，建立岗位责任制；实行
科研合同制，开展横向技术服务自行转让科技成果；改革分配制度，建立科技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
金、奖励基金；开始逐年减拨事业费，要求在3年内做到事业费自给或半自给。
　　1985年，院对部分学科科研组织形式进行改革，建立了科研共同体。
&ldquo;共同体&rdquo;是由一些能相互配合的科技人员集中力量攻克某一重大研究项目，以集思广益
，协同攻关。
1985年、1986年组建的共同体有：生物工程共同体、安溪山区综合开发共同体、花卉开发研究共同体
、宏观农业研究共同体。
　　此外，在科研管理上还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1985年，试行研究课题年终考核制度，设立了
院课题进展奖，从研究进展、经费使用、研究报告、科研协作、科研档案5个方面（之后考核指标、
内容有逐年改进完善）对课题实行定量考核，并从中评选出10个进展较好的课题予以奖励，课题考核
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同年，对有较大经济效益的课题试行有偿合同制，与各有关研究所共签订了13个为期三年的有偿合同
。
　　1986年，开始设立院长科研基金。
院长科研基金可以免受计划课题的管理程序约束，直接由院长审定，支持中青年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
性，使中青年科技人员能脱颖而出。
当年，对院管课题经费分配的拨款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年初下达院管科研计划课题经费时，只下拨课
题经费指标的70％，余下30％视半年科研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统一调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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