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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从1942年一路走来，带着时代的气息，迈着激昂的脚步，柿风沐雨，

意气风发，奋力前行!

七十年光阴在再，风雨沧桑，七十年生生不息，薪尽火传，昔日荒郊

原野上赢弱孤影的三间平砖房，今日已是楼房肃立，苍松翠柏，花团锦

簇，傲立于科尔泌草原上。白城市农科院人用一个个光辉的里程碑谱写出

了美丽的华章。那是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那是勇攀高峰的精神接承，那

是努力拼搏的辛勤结晶!

岁月巨变没有停止您进步的足迹，寒去暑来载传着您发展的历程!前

身为伪满"龙江劝农模范农场白城分场"的白城市农业科学院距今己有

70年的历史。 1949年解放后，改名为嫩江省说安农业试验场，隶属于白城

县政府直接领导 1951年黑龙江省接管自城后，更名为黑龙江省克山农业

试验场白城分场 1954年，黑龙江省南部八县划归吉林省，经吉林省农业

厅批准，将自城农业试验场更名为吉林省臼城地区农业试验站 1958年，

经白城地委批准，白城农业试验站改名为吉林省白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

所 1963年末，随着全省科研系统调整，白城地区农科所又更名为吉林省

农业科学院白城农业科学研究所，录属省农业科学院领导。 1969年3月，

隶属关系又与省农业科学院脱钩，归白城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

1970年，经地区行署批准，将划归吉林省管辖的乌兰浩特市的呼盟农

业科学研究所划归自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领导。称为:臼城地区农业科

学研究所乌兰浩特分所(专业从事马铃薯研究) 0 1979年乌兰浩特市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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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内蒙版图，因此，乌兰浩特分所又回归内蒙古的兴安盟，更名为内蒙古

兴安盟农业科学研究所。

为了便于国际间进行科技交流与协作， 1987年7月经省政府批准，设

立吉林省向日葵研究所 。 从此，白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又兼为吉林省向

日葵研究所 。 即: 一套机构，挂两块牌子 。 1996年经省政府批准，更名为

吉林省自城市农业科学院。是风霜雪雨使您更挺拔，是沧桑巨变让您更坚

强，是锐意创新让您更自信。如今白城市农科院己是研究学科齐全，科研

实力雄厚，人才队伍整齐，后勤保障完善的集科研、示范、推广、培训为

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现有办公楼建设总面积8500多平方米，先进

试验设备80多台套，标准化试验区面积1200亩，并在海南省三亚市建有南

繁育种基地。全院下设14个研究所， 一个农业综合化验中心 。 有 1个国际

合作基地(国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 2个国家研究中心(国家燕

麦莽麦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分中心) , 2个

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中国一加拿大燕麦科学技术创新中心、中国一塞尔维

亚向日葵育种合作研究中心) , 2个省级研究中心(吉林省燕麦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吉林省向日葵研究中心) , 4个国家级基地(全国高技术农业

产业化中试基地、国家燕麦引进与繁育基地、国家燕麦标准化示范区基

地、国家向日葵引进与繁育基地) 。 白城市农科院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119人 。 高级科技人员 71人(研究员41人) ，副研究员 30人，中级科技人

员 35人，初级 13人。俄罗斯国家农业科学院外籍院士1名，国际燕麦委员

会委员 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人，吉林省高级专家1人，吉

林省突出贡献专家4人，吉林省学科带头人4人，吉林省创新拔尖人才6

人，是吉林省西部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技术推广最前沿、最主要的科技团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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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和谐谋求发展，探索创新求进步，几代人的辛勤耕耘，现在己是

硕果累累。几十年来，臼城市农科院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服务地方

经济建设、促进地方农业科技进步为宗旨，牢固树立"以科研工作为核

心， 一切工作服务于科研， 一切工作服从于科研"的管理理念，围绕白城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大基地，六大建设"的目标奋发图强，自主创

新，先后取得农业科研成果 190余项，获国家、省、市各级部门奖励128

项，审定农作物新品种51个，为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地科技支

撑。目前白城市农科院是国家燕麦莽麦产业技术体系技术研发中心依托单

位;是全国向日葵研究学组组长单位:是国家向日葵产业技术体系育种研

究室技术依托单位;是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单位、国家高

粱产业技术研发体系、国家水稻产业技术研发体系综合试验站依托单位。

在燕麦、向日葵、食用豆等特色作物研究上处国内领先地位。并与加拿

大、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奥地利、新西兰、塞尔维亚、挪威、瑞

典、芬兰、日本等20多个国家建立了广泛的科研合作和技术交流关系。白

城市农业科学院是白城市对外科技交流和科技合作的窗口单位 。

斗转星移，七十年柿风沐雨;春华秋实，七十年薪火相传。为记载过

去，发扬传统，开拓未来，院党委决定，在建院七十周年之际编定本院

志。编写人员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

责任感，认真地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我们认为，由于历史的种

种原因，仅以此书全面反映和记载我院七十年的风雨历程是远远不够的 。

旨在通过此书记录下我院发展轨迹与取得的辉煌业绩，更是为了继承和发

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优良作风，难忘过去，珍视现在，继往开来，再创佳

绩。

院长兼党委书记:任长忠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发展历程简介

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侵华当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殖民

统治和经济掠夺，把东北地区建成日本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将农事研究的

重点转变为试验成果的推广应用。把伪满洲国为分14个省，每个省都要求

建立一个农事试验场，后来又一律改为"劝农模范场"以推广示范农业

成果为主，不再作研究试验项目。至 1939年，共设立十三个"劝农模范

场"。 "龙江劝农模范场"便是其中之一。

1942年，设在齐齐哈尔的"龙江劝农模范场"在白城建立分场，称为

"龙江劝农模范场白城分场"也被称为"农民道场"该场就是"臼城

市农业科学院"的前身 。 1945年光复后，遭到严重破坏，只剩下三问土平

房。 1949年根据嫩江省政府指示:改名为"说安县农业试验场"场长由

李刚同志担任。 1950年李刚场长调出，又派刘希尧同志接任场长职务。同

年，嫩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统称黑龙江省。白城划归黑龙江省管辖。

1951年3月((说安县农业试验场"由黑龙江省接管，并更名为"黑

龙江省克山农业试验场臼城分场"场长由克山农业试验场场长王树桥兼

任，副场长是王内光和张富 。 另有行政干部三名，技术干部七名，练习生

四名，农工14名。当时分四个组开展工作，即:总务组;普通作物组(高

梁、玉米、大豆、 小麦、谷子等) ;特殊作物组(棉花、地瓜、花生、橡

胶草等 ) ;土肥组(肥料堆积、肥效试验、土壤情况调查等) 0 1953年

3月，王树桥场长调到绥棱果树园艺场工作，高级农艺师王内光接任场长

职务。

1954年7月，黑龙江省龙南地区八个县(白城、挑安、泰费、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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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费、安广、开通和瞻榆)划归给吉林省，并设立白城子专区， 9月份，

将白城子改为"白城"臼城子专区改为"白城专区"将"黑龙江省克

山农业试验场白城分场"更名为"吉林省白城专区农业试验站"归白城

县农业科主管 。

1955年，为扩大试验地面积，经白城专区批准，进行土地有偿征集，

九月十九日与保平村和东兴隆村，在征集工作组的主持下与上述二村签订

契约书，征集保平村59.50公顷 : 东兴隆村25.87公顷， 共计85 . 37公顷。

被征地的农民，随地进农业试验站为国营农工，试验地的面积由原来的

18公顷扩大到 103.87公顷 。 职工由原来的33人增加到 103人。试验项目 :

在品种试验和栽培试验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旱田灌溉和病虫害防治项目。

1958年9月 1 日，经白城地委批准"自城地区农业试验站"改名为"吉

林省自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当时，同"白城气象站"和"自城植保

站"同院合属办公， 三个单位合建一个党支部、承担全区九个县(市)的

农业生产服务和科研任务。 1959年"白城气象站"和"自城植保站"另立

门户，脱离了与"白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合属办公的模式，成为各自

的独立单位。 1962年随着职工队伍的扩大、党员人数的增加，把党支部改

为总支部。

1963年，全省科研系统进行调整，于12月 5 日将"白城地区农业科学

研究所"易名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白城农业科学研究所"隶属省农业

科学院领导 。

1968年9月白城农业科学研究所"革命委员会"成立，解放了受审的

领导干部，并重新出来工作。 1969年3月，隶属关系又与省农业科学院脱

钩，归"白城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并恢复了"吉林省白城地区农业科

学研究所"名称。

-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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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国家将原内蒙的乌兰浩特市划归吉林省，经白城地区行署批

准，将座落在该市的"呼盟农业科学研究所"归白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领导，更名为"白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乌兰浩特分所" (专业从事马铃

薯研究) 0 1979年乌兰浩特市又重归内蒙古版图，乌兰浩特分所又回归内

蒙古兴安盟，现名为"内蒙古兴安盟农业科学研究所"。

1987年7月，为了便于国际间进行科技交流与协作，经吉林省政府批

准:设立"吉林省向日葵研究所"从此，白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又兼

为"吉林省向日葵研究所"。即:一套机构挂两块牌子。 1996年经省政府

批准:易名为"吉林省自城市农业科学院"。

-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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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委主任任克军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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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城市在此辑学院院起

中共自城市委书记李晋修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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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概好T在此辑掌院院建

吉林省白城市市长安桂武题词

二泛听M样J相结合，
必扮成ωω如何反感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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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城并r~之业辑掌院院~

史料与剪影

1963年归吉林省农科院领导期间的正门和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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