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个世纪的春秋

p圈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站志

《祁阳站志》编纂委员会

2007年8月



2006年11』j 3 H，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召丌“祁阳站精神事迹报告会”，农业部张宝立副部

长、危朗安副部长、农业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榆组组长束保成同志，以及农业部办公厅彭

小兀副主仟、科教。日杨雄年副司长、机关党委刘平巡视员、驻部监察局王杰之副局长等同志，翟虎渠

院长、院党组副书记罗炳立、院党组成员兼人事局局长贾连奇fI{席了撤告会。报告会由罗炳文主持。

农业郝危朝安副}}|；K枉“祁阡j站精神”事迹报告会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州阳站是争国农业科技

战线l：的。面旗帜。将仆阳站作为仝州重大典掣加以。d传‘厶扬，对丁全Ⅲ贳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宴

践行社会丰义荣辱观，推动创新掣国家羊¨礼会L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丰义和|皆社会，都其有重要

意义。——



“祁阳站精神事迹报告会”前排就座的部、院领导 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发表最要讲话。就学列弘

扬“执着台斗，求寅创新，心系__三农，服务人

[己”的“祁阳站精神”提出具体要求和部署。

1为刊；刚i

量扦求祁F

技¨f鼻代l

址找的胖魁



年6月5口，在湖南祁附县官l』J虾举行t|J国农科院祁阳红壤站建站35周年庆典活i

曾志、国家科技部副部长韩德、农业部部长何康、副部长洪绂曾、困家讣委副丰任镕

委等发米贺俯、贺电。农业部、一I-国农科院、湖南竹科技厅、农业厅、湖南省农业{

大学、水州市人氏政府、衡阳巾人民政府、祁阳垦人民政府等50多位单忙领导到会{

政府为站建立纪念碑。一{I国农科学院党组副f‘记高历生、副院长许越J尤等院领导到{

活动。

Z党组副l}记高历生

2)丰持建站撕周

副院长许起

j动(1995奇



2005年10月20日，中¨4农业科学院祁刚红壤实验站建站45川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北湖南

行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副厅级研究员蒋祖_|=LiA会l‘介绍丁湖南新闻媒体剥祁阳站集tp肖传报道的过

程。他说，从一封写给剃由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刘强同志的倍，反映祁阡1红壤实验站出现后继乏人的情

况，到信件被湖南农业大学校报发表，又到被《中国青午报》转发，到中央丰要媒体对红壤实验站的

事迹作集-}·采访揪道，冉刮湖南省委决定将红壤实骑站作为湖南省令年的市大先进典犁了以推介，同

时向中宣部写m了推荐为仝lq币大典型的中请报告，“这些与宣传报道柚咒的事情有些巧合和偶然，其

实偶然的背后是必然。”他说，农K群众封红壤南}舶真娥感激是对农业科技』：作者的最高芰赏，红壤实

验站的精神和业绩必然浆金子一样N出光彩。

湖南省人人农qp蚕员会副手仟沈国凡(^·

考察实验站早地长叫定位试验(2006年5，

湖南省永¨『fH盔常盔、常务副市长拦水’F(右3

与察优质落时水粜I珂(2002币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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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政协委员、原湖南省零陵地委书记唐盛世

考察实验站并题字(2006年)。

剐院K张奉伦(右)参删实验站科技成果

展览窄(2002年)。

剐院长刘旭(有2)在张海林别所长(右

的陪叫下，考察}I糍肥山监测草地(200

湖南省衡阳市直机关上委副书记陈宜生(左1)考

察站党支部摹层党建_T作(2005年)。

副院K屈冬卡(中)考察早地长期定

他试验(2004年)。

院党组副书记罗灿文(右2)、院直幅党委常务副I

记商淑辩(√-1)、院办公室卡fT刘继芳(启3)，神

祁阳站丛地1 J水州市委矗传部、祁m县领导和官山

}}‘群众代表，4"f“祁刚站精神”座谈会(2006年)。



棘十_肥所所长梅旭荣(前1)考察祁阳摹

地建设(2002年)。

资源K划所所长唐华俊(卉¨刘更男院l，(r1

在北泉举行“邢阳站精神”座浚会J。t o科技部

农业部和院有关领导合影(2005年)。

全固政|办委员、原土肥所副所K黄鸿翔(左1)

考察祁阳站国家科技攻关项日区(1998年)；

资源Ix划所副所长张海林(左2)、条财处副处长

营尔辰(序1)陪吲副院K刘旭(右2)考察衡阳

站科研楼建设项H现场(2005年)。

1995年6月5口．庄湖I柯fB6H日山坪毕“建自1-3j周年吠祝活动。农业部、农科院、上肥所和湖南

酋、地、旦领吁Ij订来祝钳。江胡余(第3排2-r 4)、余A山(第2排九3)、牛；纯忠(第4排中)、陈水

安(辑2排生2)、魂山庆(第2排有1)、阶幅必(前排芹4)、严慧峻(前排有I)等々家参JJuJ犬祝

}舌动并合影。



中国农业科学豌红壤实验站：

农业科技人羹深入农村肆点稿科学研究，3 5

年锲而不舍，艰苦奋斗，成绩卓著，这正是毛泽东

同志所倡导的为人民晨务的精神和理论联秉实际道

路的具体体现，值得大力提倡与表彰．值此建站
3 5用年之际，特致以我个人的良好祝愿，祝红囊

站在新形势下取得新发晨，做出新贡献。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二日

原农业部部长何康给祁阳站建站35周年的贺信(1995午



中国农业科学院红壤实验站：’

贵站科技人员3 5年来，坚持在偏僻山乡与农

民群众相结一合，从当地生-产问题出发，开展农业科

学实验，为我国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实属我国科技人员的优秀榜样，特向你们表

示崇高的敬意，并祝红壤实验站取得更大的发展与

成就。

国家计委酣

一九九五年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陈耀邦给祁阳站建站35周年的贺信(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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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站是全国农业科技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

●’

祁阳红壤实验站这种“扎根农村、心系农民、乐于奉献、甘于清贫、求真务实、创新进取”的精

神值得大力宣传和弘扬，-他不仅是湖南省的典型，更是全国农业科技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我代表农业部，向长期工作在祁阳红壤实验站的同志们，’向长期工作在农业科研一线的科研人

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祁阳站精神"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且具

有典型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将祁阳站作为全国重大典型，加以宣传弘扬，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切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习祁阳站，就是学习实验站几代科学家执着追求、艰苦奋斗的精神。祁阳站始建于上个世纪60

年代初期，当年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亲人，毅然来到贫困偏

僻的南方山区，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从事科学研究、示范与推广。如果没有一种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的

精神，没有克服种种困难以苦为乐的艰苦奋斗精神，很难想象，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不但能够坚持下

来，而且能够取得巨大的科技成果。

红壤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南方是以红壤为主，70％以上的土壤为红壤，红壤是什么?就是酸性土

壤、就是容易板结的土壤、就是生产能力低下的土壤。当地的老百姓有一句话：“红壤是什么?就是天

晴一块铜、，下雨一包脓，，o下雨的时候就是一摊泥浆，天睛的时候板结非常严重，打赤脚在路上走，我

们这种脚现在是不行．．走不了，非穿鞋不可，否则真是脚板都磨得破，“路难走，田难种％所以研究

红壤跟研究其它类型的土壤不一样，确实难度相当大，要出成果、要出成绩、要出效益，比较难。我

们的祁阳红壤实验站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这些科研成果，’运用到生产当中去极大地推动了南方

生产力的发展。

学习祁阳站就是要学习他们那种“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农业科

学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要求有大量的、长期的野外科学观测和实验数据作为基础和依据。

我国是一个生产类型多样，农业生产限制因素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大国。建国50多年

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科学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扎根祁阳

的几代科学家，面对农业生产_线，攻克了一道道科学难题，为我国南方地区中低产田改造，为当地

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培养出了以刘更另院士为代表的许多杰出农业科研人员。

学习祁阳站就是要学习他们“情系三农、服务人民”的精神。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于生产

实践。长期以来．祁阳站几代科学家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当地实际，深入生产一线，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祁阳站许多科研成果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实惠，受到了当地广大农民群

众普遍认可和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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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肘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但是“艰苦奋斗、服务人民’’的精神，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

们体会农业科研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知识”与“艰辛”的结合，才能取得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我们

要把先进手段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这是刘更另院士讲的，我把它加进来，我认为这句话讲的很好)，

我们现在有先进的手段，但是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才能起到我们科研的效果。

我们要大力弘扬“祁阳站精神”，大力弘扬“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千万家”的精神，。大力发

展我们的农业科研事业，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科研对现代农业的支撑和引领能力。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三农"工作，去年的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视

察了我们农科院，今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又视察了农业部机

关。这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对农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视。我们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扎实工作，真正把

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我们具体的工作上去，r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 ，，．

(在“祁阳站精神”事迹报告会上的讲话)

． 二00六年十一月三日



序言／

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以下简称“祁阳站”)建于1960年，位于湖南省

永州市祁阳县文富市镇官山坪村，是我国以南方14。省区200余万平方公里的红壤为研究

对象的实验站，也是我国农业领域建站时间最早、历史最悠久、唯一首批入选国家级重

点野外台站的实验站。

近半个世纪以来，祁阳实验站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在红壤低产田改造、南方红壤

资源综合利用、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科研突破，‘在同

行中赢得广泛赞誉，培育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农业科研人

才，培训了数以万计的农业技术人员，为我国南方红壤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

献。被当地广大农民和地方政府称为“永不退伍的科研哨卡”、“红土地上的丰碑”、“农

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四十多年来，一代一代祁阳站科技工作者怀着对国家农业科技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

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几十年如一日，扎根穷山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清贫，淡泊名利，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地把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献给了祁阳

实验站建设，凝炼了“执着奋斗、求实创新、情系三农、·服务人民7’的“祁阳站精神”，

谱写了“绿了红土地，白了少年头”的壮丽篇章。
。

四十多年来，一代一代祁阳站科技工作者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实践中求真

知，开辟了红壤研究的新领域。他们努力探求红壤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规律，‘不骄不

躁、刻苦攻关，+打破了被美国土壤权威定义的中国南方红壤地将成为“红色沙漠”的预
●

●

●

考 ’、

口。
一

四十多年来，一代一代祁阳站科技工作者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心里装着生活

．在200余万平方公里贫瘠红土地上的人民大众，急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之所急，急农村

经济发展的需求之所急；急红壤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之所急，为我国南方红壤地区

“三农”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树立起一座“红土地上的丰碑”。

祝愿祁阳站广大科技工作者，继续发扬“祁阳站精神”，奋发图强，再接再厉，在农

业科研第一线取得更大的成绩，为我国红壤改良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二pO七年八月



前言
江河滔滔，岁月悠悠。在我国南方稻穗飘香的金色季节里，祁阳站迎来了自己47年

．的生日!与此同时，历经三年艰苦编辑撰写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站站志》终于定
稿付梓，令人欣慰而感慨!打开这本书，您可以看到部阳站的昨天和今天；打开这本
书，您可以看到几代祁阳站人数十年来为科学、为国家所做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南方红壤地区的萧湘之滨一湖南祁阳建立
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最早的红壤改良实验站。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积极响
应党争国家的号召，，在这片红土地上安营扎寨，顽强拼搏，攀登科学高峰。

“科学起源于生，产，生产需要科学”。在长期的基点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祁阳站
的科学家们摸索出一整套科研方法和科研思路：“抓生产实践，攻薄弱环节，做基础工
作，得综合成果，出专门人才”。代代相传的祁阳站人扎根农村、心系农民、乐于奉献、
甘于清贫、．求真务实、创新进取，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从事科学研究、示范与推广。

经过近50年的艰苦创业，试验基地从1965年的20余亩扩大到现在的650多
、 。亩，来这里做科学研究的国内外科技工作者超过400余人。其研究领域涉及红壤区域

的综合治理与开发；王壤肥力、肥效监测与改良；水稻潜育性“坐秋”、“僵苗”、作
、 物缺镁与防治；农、林、果、蔬、茶等作物的高产与优质栽培；优良牧草引种、筛选

与推广；良种畜禽引进与饲养；国际交流与合作；人才培养与农民技术员培训等。科
技攻关，硕果累累，每两年就有一项科技成果奖在这片红土地上产生，共荣获国家、
部省级重大科技奖、科技进步奖2 5项，一大批科技人才茁壮成长，科研成果转化成
了巨大的生产力。

2006年，祁阳站以其扎实的科研基础，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执着奋斗，求实创新，
情系三农、服务人民”祁阳站人精神，接受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的检阅，正式跨入国家
红壤农田生态野外观测研究站。

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千万家。祁阳站用几代人艰苦奋斗、勇攀科学高峰的业
绩，在红土地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远! ．

围绕红壤地区“水、土、气、生”四大要素长期监测，向着现代土壤学、数字土壤
学、环境土壤学、植物营养学方向进军，建设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综合实验站和“中国的
洛桑”是祁阳站的奋斗目标。

利用长期实验和监测获取基础数据，根据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实行基础理论研究和
应用示范开发相结合，加强科技成果的开发和现有成果的转化与示范推广工作，是祁阳
站科学研究发展的方向。

针对红壤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开展以土壤退化防治为重点，强调丘陵地的综
合利用和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强调生态与经济的结合，促进农业与环境的协调，
是祁阳站科学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

在这里，向长期以来，支持；关心和帮助祁阳站建设、发展的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和
长期合作的研究院所、大专院校和地方各行业部门领导、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者表示衷心
的感谢!向过去、现在为祁阳站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所有科技工作者、干部、职工表示崇
高的敬意! ，

我们坚信，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祁阳站广大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祁阳站
的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

《祁阳站志》编纂委员会
二00七年八月



编‘写说明

今年，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50周年的特大喜庆之年，也是祁阳站建站47周年。值此中国农业科

学院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编辑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站志》这本书，作为献给中国农业

科学院成立50周年的献礼，其情感非常亲切。 ．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领导下，祁阳站迄今已走过了47个春秋。近半个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给予祁

阳站极大关怀和许多荣誉。祁阳站也已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南方红壤地区的农业综合实验站。为了

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发扬成绩，展望未来，实现祁阳站科技创新发展史上的崭新平台，《站志》这本

书也将达到资政、存史和教育的目的。为此，特作如下说明。

一、本志编写中以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实验站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所采用的资料来源

于实验站行政档案、科技档案、野外考察实况记录、老同志回忆、口述和省、市、县有关退休老同志

提供保存的部分资料。对无档案记载的事件和时间，本着有考则细，无考则粗的原则，留有余地以求

后续补正。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结构，由述、．记、传、’志、图、表、录诸体组成。前冠彩色图

片专版和序，首列“回顾与展望，，，总揽全书，揭示兴衰起伏，阐明因杲关系，反映客观规律。按照

“类以事从"原则，设章、节、目，是为志书的主体，记述实验站科学研究发展历程，突出实验站的

发展特点；各章收录相关科研数据，反映科研与创新成果，并结合本章的内容选择不同历史时期具有

代表性的照片配置在有关章节的首页。第十一章“大事记，，，收录实验站的大事、要事和新事。末缀

“附录"，收集重要文献，作为志的补充。

三、志书中所涉及的实验站名称，按资料原文或沿用习惯称谓，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中国农

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志中没有具体时间界限的情况下，概用习惯简称“祁阳站％

四、志中采纳的数据如纪年、计量单位、图表等，均以国家颁布的统一规范标准为准。

五、本志反映的历史阶段，自1960年3月建站至2006年12月止。由于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

加之实验站前30年没有资料档案室，致使收集材料不全。同时，限于编写人员的水平和经验，疏漏之

处在所难免，欢迎各界人士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以便更正。

编 者

二00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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