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篇辛勤耕耘，持续发展
——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百年综述

吉林市农业科学院从1908年起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过最初的四十年，经历了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桎梏，遭遇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血雨腥风，在艰难中曲折徘徊，

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其间几易其名。1994年定名为吉林市农业科学院。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的百

年历史，是一个动态的经历和过程。本篇的阐述，虽不能观其全部，但可初见一斑。

第一章 历史沿革概况

第一节 建国前概况

清光绪34年3月(1908年4月)，吉林巡抚朱家宝奏准及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提倡在吉林省

城(今吉林市)，松花江南岸龙王庙旧址偏东(今江南公园)设立农事试验场。委胡宗瀛为监

督，隶于省劝业道，先期选官有地26公顷，收买民地10．43公顷，以每年400吊租用龙王庙一

部分土地。拨付预算库平银49207两。1909年(宣统元年)又接收东关机械局官有地32公顷。

增设3分场。拨预算库平银39191两。

吉林农事试验场共占地70余公顷．前后共建房80余间。至宣统元年共用开办费33万9

千7百12吊6百33文，加上其他费用合库平银4万9千余两。场内设有树艺课、园艺课、畜

牧课、桑蚕课、编辑课、庶务课、调查课。组织规模宏大。该场以“启导知识．改良方法．增
殖物产”为宗旨。进行土壤、农具、选种、播种和病虫害防治等试验，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该

场除与国内四川、湖北、广东、江西、奉天(沈阳)、黑龙江等省农业试验机构进行技术交流

外，还从日本、美国、俄国引进先进农具和品种，成为吉林省最先试验并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的

机构。

当时招聘日本人官泽真太郎为技师．研究及树立各种场务计划．担任农业指导。清代末期

历任监督有杨锟、屠师韩、王兆枢、杨福洲。

民国成立以来，军阀割据，各地扩充军备。该场亦受军阀压迫，削减预算。到1914年(民

国i年)。每年仅发给预算7000元。1915年(民国四年)6月．吉林财政厅长熊正琦批函：农

事试验场按月支领经费，按现场置年度预算，全年共应支大洋7212元，平均每月摊支洋601

元．除抵过全年有收款2007．6元，共应实领大洋5204．40元．每月摊领433．70元。这些经费只

能维持现状。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1935年成立农民修炼所及种畜场．次年又设立苗圃．其后将

以上各厂(场)合并为一，定名为<吉林省立劝农模范场k逐渐扩充。因土地不敷使用，1940

年乃在九站北(距车站5里)收买民地150公顷，用经费2l万元建赢新场(吉林市农业科学

院现址)。1944年又接收国立吉林原种网土地80公顷．直至1945年光复。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时．当时陷于无政府状态。在场的职jI：组织护场队。1946年1

月民主政府接收．内设秘书室、经营科、产业科。1946年6月由国民党接收．当时的机构有秘

书科、农产科、裔产科、经营科。

吉林农事试验场，在清代归吉林省劝业道管理，民国时期归吉林省实业厅管理，伪满时归

吉林省农矿厅管理。



第二节 历史沿革及隶属关系

1908年，吉林农事试验场。

1916年，吉林省地方农事试验场。

1938年，吉林省立劝农模范场。

1948年，吉林省立农事试验场。

1950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九站农事试验场。

1951年，吉林省农事试验场。

1955年，吉林省综合农业试验站。

1957年，吉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1960年，吉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1962年下半年，大豆研

究所下放到吉林省，由我所主持伞省大豆研究工作。)

1963年。吉林省九站农业科学研究所。

1964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九站农业科学研究所。

1968年以前，归吉林省农业厅管理。

1969年，吉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革命委员会。

1980年，吉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1969年至1984年为吉林市政府直属单位。
。

1985年吉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吉林市畜牧科学研究所。实行一套机构，统一领导。1989

年，根据吉市科宁(1989)14号文件精神，吉林市同艺所(对外保留吉林市园艺研究所的名义)o

1986年合并入吉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1988年5月，根据中共吉林市委组织部吉市组函发[198819号文件规定，吉林市农业科学

研究所党组织关系，由原隶属市委调整为吉林市农业局党委领导。

1994年1月．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第二章 前进中的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一、自然摄况

吉林市农业科学院地处东经1260 28’北纬430 37’，位于吉林市西北长图铁路新九站东

侧，美丽富饶的松花江畔。海拔180米左右。现有土地面积101．91公顷，大多数为冲积性沙壤

土，春旱较多。土地平坦而肥沃。属北温带大陆季风区气候，年平均气温为摄氏3．9。C，有效

积温一般年度为240(0-2800。C。伞年平均降水量为690多毫米，平均年无霜期为120—130天，

为一季农作物研究栽培区。伞院现有职工659人．其中在职职工324人，在职职工中有各类专

业技术人才192人。包括研究员lO人．副研究员45人，助理研究员鹤人。

吉林市农业科学院设有水稻、大豆、玉米、作物、植物保护、土壤肥料、绿色食品、高新

技术、冈艺蔬菜花卉、畜牧科研等10个研究所。设有吉林省农作物化控重点试验室、吉林省

农药产品质量检验站、吉林市中心化验室、吉林市生物化验室等试验机构和省级农药检测机构。

承担着作物育种、栽培、植物保护、土壤肥料等研究和科研新成果的转化、开发推广等工作任

务。

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定在本院建立“中国东北亚农业研究培训中心”，并主持东

北亚农作物育种．与栽培研究区域的合作项目。为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国际问的合作与交流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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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阔的空间。“十五”期间捐任国家大型商品粮优质大豆、水稻生产基地工作。

二、艰苦奋斗、持续发展六十年

解放以后，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经历了具有历史特征的两个三十年。

1948年至1978年，是农业科研事业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衔接最为密切的年代。虽然后期

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但农业科研人员的责任感促使他们继续钻研，保持了农业科研工作

的连续性。这个阶段科研成果显著，国内知名度显赫，可谓是成绩突出、辉煌发展的三十年。

1948年至1949年初，当时的吉林农事试验场恢复重建，这时的中心任务是打基础、抓科

研、上设备。

首先是加强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管理。从1950年开始，由关内招聘多名具有较高科研

水平的农业科技人员。同时接收大量大学毕业生来场工作，当时各专业的科技人员已有40多

人，但绝大多数都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根据当时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教育改造精神，

于1952年举办了思想教育学习班。使拿体科技人员进一步明确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树立

了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与此同时创造条件、提供机会、促进农业科技人员业务

水平和业务素质的提高。组织伞体科技人员参加，中央农业部在公主岭传达举办的苏联专家主
讲米丘林植物育种与良种繁育学习班．五十年代初还派科技人员赴公主岭参加俄语速成学习班。

第二是加强科研基地建设工作。1950年总耕地面积巳达600多公顷，但土质并不肥沃．属

于冲积性沙壤土。有的地块向下挖一两尺就是鹅卵石，保肥保水能力较差，历史．卜最高的亩产

量也就200斤左右。全场职工为了尽快取得示范性成果，在时任场长徐国梁的带领下，从1952

年开始连续≥年施黑土和草炭大规模改良土壤，施用有机肥增强地力，改良了符合标准的试验

研究用地300多公顷，达到了较高的肥力标准。

第三是加强试验条件和基础设备的建立工作。当时在作物育种方面主要是搜集地方良种，

引进外地良种，鉴定现有良种。在禽畜育种方面，在吉林省内外先后搜集、征购良种马、牛等大

牲畜260多匹，搜集吉林民猪、吉林花猪等乏个品种计40多头，鸡鸭数百只。修建种畜禽舍

四栋计2000多平方米。在新式农具使用和机械化耕作栽培技术研究方面，调拨引进成套的马

拉农具和拖拉机等配套农具。同时修建了农具库、汽车库、机具敞篷库、地下油库等设施计2000

多平方米。

五十年代后期，我所科技人员已发展到90多人．专业研究的基础材料和基础设施已基本

具备。根据当时国家过渡时期对于农业方面的基本要求，制定了农业技术工作者必须贯彻科学

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应着重研究和推广与农业需求相适应的生产技术。这一时期主

要任务和发展方向是：在农业方面主要研究和选育适垃吉林省的大豆、高粱、玉米、谷子等作

物的优良品种及提高产量的栽培技术措施。并研究土壤耕作制度，各种作物的施肥方法以及病

虫害的防治技术。在畜牧方面进行猪鸡的良种选育。饲养管理技术的调查研究，以及粗饲料的

调查研究，并着重研究机械化的耕作技术，调查研究农业经济劳动管理以及农具的改进。每年

的研究项目大体有三十个左右。并开始制定了大面积高产稳产综合技术研究项目。

六十年代。我所的研究水平、人员素质、研究设施已具备了一定水平。除承担伞省范围农

业科研任务外．1960年在我所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承担=牟：国大豆研究业务。基

本方针和任务是：本所是一个综合性农业科学研究单位，作物育种研究重点以大豆为主，玉米、

高粱、谷子为辅。农机、耕作栽培、土肥、植保、同位素等专业研究重点要围绕大豆开展应用

技术方面的研究项目，适当开展应用理论方面的研究；畜牧科研以猪鸡为重点；园艺科研以白

菜、茄子、辣椒为重点。同时制定了尽快建成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示范样板田的规划。

1953年至1965年。围绕农业生产实际，我所提供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有：锥形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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