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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常到农科所去检查工作，并经常与所里的领导和科技干部接触，使我对农

科所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o《农科所志》在所党委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编纂人

员的努力，数易其稿，终于成书了，这是农科所全体干部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也是农四师农科研究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所领导邀我为

<农科所志》写序，实感责无旁贷，故此欣然命笔。
手捧起《农科所志>，回首往事，历历在目o 1971年正值多事之秋，我受命于

危难之际，调任农科所负责，那时，科技队伍涣散，人心不安。尽快恢复科技队

伍，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重组科研项目，发展农副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是当时

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我与全所干部、职工一起，信心百倍，努力工作。科研人

员冲破思想枷锁，提出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他们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整

理资料，引进品种，推广技术。科研人员重新焕发了热爱科研的激情，他们夜以

继日，精心试验，科研成果已初露端倪。这时职工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人心

稳定，生产热情高涨。我到农科所后，工作了六年多时间，对那里的一草一木，

每块条田，每条渠道都很熟悉，也很有感情。志书中记述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一个个试验课题的研究组织，突跃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农科所成立近半个世纪，经历过艰苦曲折的道路，曾两迁其址，五易其名；

培育出了九个品种，获二十余项科研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开展科技

服务，科技扶贫工作，科技人员的脚步遍及全师各个农牧团场和地方县乡，推广

新品种、新农药、新技术等，造福伊犁的各族人民群众。这是广大科技人员汗水

浇灌的科技之花，是党的科技政策结出的丰硕之果o

《农科所志》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物等各方面反映了农科所在师党

①作者杨荣臣系农四师原副师长，曾任农科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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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和地方政府的关怀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对科研着以浓墨重彩，记录了

科研人员呕心沥血，脚踏实地，热爱科研，精心钻研的历史镜头。无论是对老一

代的科研人员，还是新一代的后起之秀，书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历史不会忘记他
们，后代不会忘记他们o

《农科所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一代一代人共同创造的财富，是科研发
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是后人可借鉴的宝贵资料。认

识农科所的创业过程，加强农业科研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o《农科所志》
将为科技兴师发挥重要作用，开创新的局面o

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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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蒋光道①

《农科所志》经编纂人员辛勤耕耘，撰稿成书出版，是农四师农科所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一部体现农科所科技人员用勤劳和才智

在无限广阔的天地里创伟业、展宏图的著作o

《农科所志》编纂人员用纯朴的语言、精练的词句，科学而又精辟、系统而又

全面、真实而又感人地记述了农科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卫生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全书结构严密，内容丰富、资料数据准确、图文并

茂，是一部难得的资料书、工具书和数据库。有很高的使用收藏价值。

历程艰难、岁月如歌。农四师农科所是在原师农业试验站的基础上于1960

年初挂牌成立，占地面积1500亩，是一所具规模上水平的农林牧综合研究所。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支50多名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专业科

研人员队伍被解散，机构被撤销，大量的科研仪器、技术资料、杂交亲本流失，科

研人员用心血培育的即将问世的新品种、新成果付诸东流o 1971年农四师农科

所恢复，1976年农四师农科所与地区农科所合并，1978年两所又分开。农科所
在艰苦的历程中几经周折、历经沧桑，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坎坷，举步维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到来，随着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科

技体制改革的进行，农四师农科所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农业科研人员在党的

领导下，豪情满怀、信心百倍，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伊犁农垦经济建设，以邓小

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最终要靠科学解决问题”的伟大理论为指

导，弘扬兵团精神，在艰苦条件下默默无闻地为伊犁农垦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

的进步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勤劳和才智奋起第二次创业o 1978～1998年的20

年间共获国家、兵团和师科学技术进步奖24项，选育冬麦、玉米、高粱、油菜、豆

类作物新品种14个，创造了农四师农科所历史上的辉煌成就。

由于各级党委对农业科研工作高度重视和农牧团场领导的大力支持，农四

①作者蒋光道系农科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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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农科所的作用和农业科研人员的才智才有机会在生产第一线充分显示出来。

同时，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增强了农业科研的后劲，

提高了农业科研的水平，确保了农业科研继续发展的实力。储备足够的人才和

技术，在农四师农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性技术领域有新的突破。在组装配

套现有农业技术，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培养人

才，参与全师作物高产攻关，实施科技扶贫，转化科研成果为现实生产力等方面

硕果累累，成绩显著。

时代在发展、事业在前进。农四师农科所正以高昂的姿态跨进2l世纪，汇

入农四师经济发展的大潮，我们要抓住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步人新的征

程，开始新的奋斗和耕耘。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我们必须把握科技发展形势，

瞄准世界科技的先进水平，紧密结合农四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依靠科

技进步和创新，取得丰硕成果，推动农四师农业科技事业迈上新的台阶o

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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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周和章① 刘 杰②

盛世修志，适逢其时。《农科所志》的问世，是农科所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是奉献给新世纪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在农科所党委的关怀支持下，

编纂人员经过不懈努力，辛勤耕耘，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编纂任务，给人

们留下了一部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著述，实属不易，可敬可贺!

农科所是农四师一个集农业科学研究、农业技术开发、作物良种繁育为一

体的科研单位。农科所的发展轨迹，是广大军垦战士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

广大科技人员开拓创新的科技兴农史。《农科所志》全面、系统、完整、翔实地记

述了农科所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反映了该所从建立起，一批知识分子，在党组

织的培养关怀下，成为屯垦事业的科技人才，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不朽业绩。建

所5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科所在农四师党委的正确领导

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科研体
制，转换运行机制，建立服务体系，加强科技为生产全方位服务的管理，使单位

焕发出勃勃生机。经过广大干部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在两个文明建设方

面，尤其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林、植物保护等方面课题的研究，以及新品种

选育，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和新技术推广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推动农四师

的农业经济发展，在开展科技活动和科技服务诸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侬科所志》采用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体裁，以述、记、志、图、表、录为表现形
式，全书共16章，71节，计40多万字，纵贯今昔，横陈百科。志书体例得当，观
点正确，以记述农业科技活动为中心，以展示农业科研成果为重点，以事系人，

在全面记述农科所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突出了

农业科研这一鲜明的特色，充分表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合理内涵。为
兵团农垦团场的农业技术改造和长远科技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为农四师汇集

①作者周和章系农科所党委书记。
②作者刘杰系农科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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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宝贵的农业科技资料。

我们真诚地祝愿《农科所志》的出版发行，为资政育人，垂鉴后世，对促进农

四师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和农业科技发展有所裨益。

2002年9月18日



凡 例

凡 例

一、《农科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全面、真实、系统地反映农科所自然和社会、科研和建设的历史与现

状，为新世纪改革开放和农垦事业的发展服务。

二、本志断限：上限从1954年单位建立初期为起点，大事记上溯到1952年，

下限为2001年，重点记述科研事业的发展变化。
三、《农科所志》采用章、节体，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及附录等5部分

组成，共16章71节，纵述史实，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体，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各专业章以类记事，以事系人。

四、本志所采用的资料来源于档案，其次有报纸、刊物、专著以及有关单位

和知情人提供的文字、口碑资料，经过考证核实选用。

五、人物志以传、简介、名录形式加以列述，已故人物，按逝世先后列入<人

物传》o农科所主要领导、受省部级奖励和副研究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在《人物简介》中记述较为详尽，受师、所奖励者列表或在名录中一一记载。
六、附录以选有关农科所重要文献、典型报道和有影响的论文为主，兼收其

他文作。

七、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力求文字简练，语言流畅，用语规范。

八、本志数据，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

位。数字书写按照佚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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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概 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农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科所)，又称农四师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要承担农业、林木、园艺引种、育种、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植物保护、耕作改制等农业科研任务。内部实行事业、企业两种管理体制，

科研部分为事业管理，基层单位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融科研、良种繁育、生

产、销售为一体，以科研带动生产，在生产中求得事业的发展。
农科所占地面积1549．1亩，其中耕地1125亩o 2001年有良繁中心、科贸

公司、协昌公司、神农公司等4个基层单位。有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

满族等5个民族，总人口776人，在职职工115人，其中干部53人，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的28人，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务的44人，其中科研技术人员28人。享

受国家政府津贴的4人，离退休职工84人。

农科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西郊，东部与伊宁市经济开发区毗

邻，西、北与巴彦岱镇相连，南接汉宾乡、北距218国道1公里。地理坐标中心为
东经81。14 753”，北纬43。56 748"，海拔637米。农科所区域内，地势平坦，北高南

低，南窄北宽，属冲积平原。人民渠(又名皇渠)喀什河水管处四站1号干渠由北
向南穿所而过，由此形成农科所灌溉水系。春、夏、秋灌溉和生活用水来源于人
民渠水，冬季则用泉水，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农科所土地肥沃，水量充沛，草木

茂盛，风光秀美。

农科所气候属温带半干旱草原型气候，年平均气温9．2℃，日照时数2740．1

小时，大于10℃年积温3562．7℃，年降水量260毫米，无霜期147天。具有气候
温和湿润，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的特点，适宜多种作物生长，宜果、
宜菜。

农作物种植主要有小麦、玉米、高梁、水稻、大豆、棉花、甜菜、打瓜等。所域
内种植的有杨树、榆树、柳树、青冈、皂角、松树、柏树、槐树等。果树有苹果、梨

树、桃树、杏树、葡萄、李子等。野生动物有野兔、蟾蜍、青蛙、蛇、蜥蜴、水獭、老

鼠、猫头鹰、乌鸦、燕子、麻雀、布谷鸟等，家养牲畜有鹿、马、牛、羊、猪、鸡、鸭、鹅 广／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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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野生植物有芦苇、野艾蒿、茵陈、马齿苋、野苋菜、苦菜、芨芨菜、狗尾草、苦

豆子、大黄、车前子、大荔子、曼陀罗等近百种。

自然灾害主要有寒潮、霜冻、冰雹、大风、干热风等o

1953年6月，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四师，1954年3月，从师直抽

调十几名军人，在新源肖尔布拉克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四师农业试验场，隶属师司令部领导o 1956年2月，农试场由新源县迁驻伊宁

县巴彦岱区(现为伊宁市巴彦岱镇)，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农四师农业试验站。当时，驻地范围内土地高低不平，沟壑纵横，树木、荆棘

丛生，经过初步平整，用马拉机具耕种。1959年改名为农四师良种繁育场，1960

年6月，定名为农四师农林牧科学研究所o 1964年，科技队伍壮大，科研事业进

入鼎盛时期o 1966年5月起，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科研遭受严重挫折o

1969年5月农科所解散，科研人员大多数先后调到农业团场o 1971年1月，恢

复农科所建制o 1975年，兵团体制撤销，改称伊犁地区农垦局农科所，1976年

10月与伊犁地区农科所合并，称伊犁地区农科所，隶属伊犁地区农林局领导o

1978年8月，两所分开，又成立农垦局农科所o 1982年8月，兵团体制恢复，仍

归农四师领导，随又改称农四师农科所o

1987年起，农科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研立所，深化科研体制改

革，率先实行事业与企业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和分配方式，企业管理部分，打破

现行工资制度，实行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在控制工资总额的前提下，赋予单位

内部工资分配自主权。农业上，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多劳多得的分

配制度。课题研究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试验项目主持人，打破技术职务

界限，进行公开、平等竞争o 1991年研究成果实行“三个直接挂钩”，即课题研究

与农四师经济效益直接挂钩，与农科所经济效益直接挂钩，与科研人员的切身

利益直接挂钩。试验研究坚持“三个少而精”，即立题少而精，单因子、低水平、

重复项目和长期不出成果的课题坚决不搞；试验面积少而精，减少试验地，减少

田间作业量，增加学习、研究时间；研究人员少而精，人员进行优化组合，按学术

水平和工作能力，各得其位。

同时，精简机关，减少非生产人员，分化部分科技人员，成立新的经济实体，

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仅发展了第三产业，还有力的减少了事业费的开支o

1983年起，在原来有一个良繁队的基础上，先后建立起了供销服务站(科贸公

司)、协昌公司、神农公司等实体单位，主要经营生产资料，以蔬菜、农作物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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