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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吾

《赣市农科所志》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建所以来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史

料，是全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赣州市农科所，原名赣州地区农科所．1999年随赣州撤地设市而更名，

是赣南农业的一个“宝库”，所里人才‘济济，成果祟累，为全市农业发腱作

出了较大贡献。在世纪之交，回眸过去，展望未来，感慨万千。从1955；{三建

所起，将近半个世纪，其变化发展令人瞩目，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q：全会

以来，举国上下，百业俱兴，赣州市农科所亦进入一个兴旺发展时期，近年

更加快了改革发展的步伐。为承前启后，把农科所变化发展的足迹书写记载

下来，显得极为必要。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1987年所党委、所务委员会，曾组织编

写《赣州地区农科所志》初稿，但未能付印，1994年又组织编纂仍未有结

果。2001年现任所党委、所行政根据省、市政府“关于续修地方志(1986--

2000年)工作的通知"精神，再次组织力量进行编纂，并成立了所志编纂委

员会和编纂办公室，经全所职工的努力(包括离退休人员)，积极提供资

料，编篡人员辛勤笔耕，数易其稿，历U,寸Jk个多月，终于完成。

本志书的编纂，秉承“资治、教化、存史”的宗旨，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坚持实事求是的编纂原则，记述了赣州市农科所的地理条件、人员机构、科

研活动、经济形态、基本建设、政治生活等备方面的演变。是一所之百科全

书、为鉴古考今之重要史料。它将为发展本所的农业科研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和科学依据，起到前有所鉴，后有所稽的积极作用。然而，编纂所志，毕竟

是一项崭新而又浩繁的工程，且时间跨度大，存在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困难，

编纂虽力求准确完善，但书中遗漏、瑕疵和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

·S·



在新的世纪，赣州市农科所将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为赣南农业作出更大贡

献，谱写光辉的新篇章。

警委书记

所 长 彳砖易
2002年6月1 8 El



凡例

一、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建所以来的所情资料。

二、内容：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组成。概述，综述全所总的概

貌；大事记，综合建所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分章、节记述建置沿革、人

员机构、科研活动、经济形态、基本建设、政治生活、人物成就等方面的演

变，共七章41节。

三、断限：本志从1955年建所开始至2000年底。

四、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文体，行文遵守汉语规范，表达力求准

确、简练。学术名词原则上以基础科学所定为准，外来科技语以专业工具书

通用译名为淮。
‘

五、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文中所述年代除标明世纪外，余均为20

世纪。

六、本志‘人物》章节，列表人物，主要为所级党政领导和副高职称以

上人员；人物介绍，主要是介绍有建树、较大影响、知名度较高及全国先进

工作者。

七、录入档次：大事记、研讨会、学会等业务活动，均记参加国际性的

和全国性重要的；外出考察只记入所正职领导率团的：表彰个人只记国家级

的：成果鉴定活动只记省(部)级以上的。荣誉录，主要记录获得地(市)

级以上各种荣誉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获地(市)级(含局级)奖励的科

研成果，省级以上刊物和学术会议发表交流的论文、专业文章。

八、数字用法：行文中数字概以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等7个部门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计量单位：按1984年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

命令》执行。

十、资料来源：录自1987年编写的《赣州地区农科所志》(初定稿)和

2000年续编(打印稿)的资料进行衔接、综合。

．7．



概述

本所地处赣州中心城市东外近郊沙石吉埠，在火车站南侧(相距1KM)

西傍章江，南靠峰山。位于东经114。57’，北纬25。49’。主要基地(吉埠

段)海拔高度102米，年平均气温19．3℃，年降水量1434毫米，年日照总量

1888dx时，无霜期302天。气候呈典型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气候

温和，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由于建所早期体制

和规模的变化，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形成了现今的全所分三个自然区域，

主要科研基地在吉埠村，早期的所部也曾建在其村部附近称老所；现今的办

公和主要居住区域在园成岗和浮圳，与吉埠、楼梯、下峰三个村紧密相连，

惯称新所部；在吉埠村的章江边，有一块近百亩以农田为主的区域，惯称坝

上。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本所的环境、面貌、条

件不断改善。323国道和京九铁路穿所而过，乡村道路也纵横交错，交通十分

便利。赣沙赣峰两条10万伏以上输电线路分别输入，电力充足。邮电通讯均

在市区网中，极为方便。生产科研园田化，耕作便利。

本所创建于1955ff．4月，前期称赣州农业试验站，1958定名为赣南农业科

学研究所。1985年6月经省人事厅批准恢复正县级科研事业单位，行政直属于

行署，归口为农业局，业务指导为科委，内设15个正科级部门和单位。1996

年6月，经上级批准成立赣州地区烟草科学研究所，为本所的二级单位，副县

级，业务上同时接受烟草专卖局指导。1999年7月1日，撤地设市，农科所、

烟科所也随之更名。

2000年12月统计，本所总面积为435亩，其中耕j{9225亩(水田183亩，

旱地47商)、水塘4亩。职工总人数258人，其中在职180人，离退flR78人。在

职技术人员中，有高级职称9人(研究员2人，高级农艺师7人)，中级职称24

人，初级30人，未评15人。

本所是全市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建所以来累计培训县乡两级农业管理人



员和技术骨干2万人次以上；本所是全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承担国家、省、

市农业科研任务，主要从事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示范推广，主攻水稻、烟

草、油料等大宗作物及名特优作物的育种、栽培研究、植保研究、土肥研究

和信息资料的研究以及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推广。

建所以来，共开展1500多项次课题研究，获地局级以上科技奖163项次

(“文革’’前国家对科技成果开展评奖较少)，其中国家级3项次，省部级39

项次，地厅级91项次，地局级30项次。有多项成果属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市

和全省农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八五"期间，本所科技成果转化新增社

会效益达9．112亿元，相当于国家此间给本所总投入的180倍；1992年、1993

年省科委授予“科研单位绩效考核优胜单位’’。农业部对全国1220个地市级

以上农业科研单位“八五”期间综合考核排位，本所名列江西地市级科研所

的首位，全国(种植)专业排名第52位，全国层次排名第154位。九十年代，

本所曾连续六年被评为赣州地区“科教兴赣"先进单位。

建所以来，本所有12人被提拔为县、地(厅)级领导，有2人评为全国先

进工作者，有1人获得全国“五一打劳动奖章，5名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享

受国务院、省政府特殊津贴，有多人聘为省科技厅、农业厅专家组成员，有4

名农业专家6次被派援外。

所内学术活动的气氛也异常活跃，多人参加国际专业研讨并宣读论文，

据不完全统计，在国际和国内(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科普专业文章

176篇，专著资料23部(含参编)。

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本所积极实施“科研兴所，经济强所”战略，采

用“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法，先后创办了十余个科技型经济实体，

1996年11月18日成立了“赣南金谷实业总公司’’，是农科所的企业，两块牌

子一套人马。创办科技型经济实体，既分流了人员，减轻了所里的经济压

力，也增加了所部收入，扶植了科研，同时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和增加了示

范推广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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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5年

4月15日 建立赣州农业试验站(即农科所模型)。

1956年

1月 成立农科所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委员会，林元灼任支部书记。

3月 成立农科所工会委员会，李先锟为首任工会主席。

1958年

※ 农业试验站改名为赣南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林元灼任所长。

1960年

※ 赣南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扩并，吸收原赣县沙石公社吉埠大队273户

农户1300人入所，并把赣南甘蔗试验站、奶牛场并入农科所。内设

办公室和作物、植保、甘蔗、畜牧畜医、农业物理系、图书室。徐

亚东任所长。

1962年

11月 所长徐亚东调离农科所。

13月 邱明瑜调入农科所任所长。

1964年

※ 成立中共赣南区农科所委员会，设立政治处、所长办公室总务科和

作物、植保、土肥系、资料室。王继志任党委书记；成立共青团

农科所委员会，张问桂任团委书记。

1967年’

※ “文化大革命"农科所产生三派群众组织。

1968年

5月5日 农科所革命委员会成立，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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