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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学校考察种业企业，推动玉米育种合作 

2 月 23 日，副校长姚江林带领科发院新农办负责人、玉米

育种专家赴皖考察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与公司主要负

责人举行了校企合作座谈与签约仪式。 

姚江林表示，新年伊始，

在新的《种子法》出台之际，

来到全国第一家上市种业企

业考察交流，表明学校高度

重视种质创新工作，是学校

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具

体行动。他希望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在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合

作、科研平台共建等方面开展全面而深入的合作交流，促使大专

家进大企业，搞大科研，推动科研与产业的大突破，实现校企共

赢。 

会上，玉米育种专家刘永忠研究员与合肥丰乐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了玉米育种合作协议。会后，姚江林一行还实地考察了合肥

丰乐股份有限公司的科研平台和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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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湖北省水稻产业农技试点项目推进会 

2 月 28 日，湖北省水稻产业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推进会

在我校召开。湖北省农业厅党组成员、总农艺师邓干生，财务处

副处长陈军，科教处副处长杨朝新以及我校副校长姚江林，科发

院负责人、项目首席专家彭少兵教授，以及项目骨干专家参加会

议。 

据悉，2015 年，农业部、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依托科研院

校开展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工作，湖北省成为首批 10 个试点

省份之一。本项目由湖北省农业厅、财政厅组织，由我校和湖北

省农业科学院负责，项目总金额共计 5000 万元。项目重点围绕

现代农业“水稻”及“园艺”两大主导产业链，探索“科研试验

基地+区域示范基地+基层推广服务体系+农户”的链条式农技推

广服务新模式，最终建立科研院所科技创新体系与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及社会化服务体系“三系合一”的全新合作关系。 

其中，我校主要负责牵头并组织开展水稻产业农技推广服务

试点项目的实施，包括 6项关键技术创新研究，8项技术集成、

示范与推广，以及建设 3000 亩的湖北省稻田系统现代种养技术

创新基地 1个、区域示范基地 15 个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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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精准扶贫“融智”对接会在王家河举行 

2 月 29 日，我校文法学院与黄陂区王家河街道办事处精准

扶贫“融智“对接会在王家河街道办事处举行。校党委副书记唐

峻，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人、教师代表，农民日报湖北记者

站、湖北日报等媒体负责人及记者，武汉市民政局及黄陂区有关

领导出席对接会。 

对接会上，王家河街党工

委书记杨飞介绍了精准扶贫

及融智对接工作的相关情况。

文法学院院长、教授团队队长

钟涨宝教授介绍了教授团队

的工作性质与任务，以及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 

校党委副书记唐峻在讲话中对校地双方共同抓精准扶贫这

件大事给予肯定。他表示，“融智”这个定位很好，从学校角度

讲，就是要发挥科技、智力优势，帮助、协助王家河街道做好工

作。他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把王家河阳光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

好，把精准扶贫这件大事落地、落实、落好。 

武汉市民政局何小平处长在会上讲话，她期盼大家在今后的

工作中适应新形势，积极作为，继续探索农村社会工作的新路径；

合力作为，整合各方资源，造福百姓；精准作为，打造新品牌；

加大宣传，示范作为，扩大社会效益。 

2012 年，我校与王家河街道办事处共同建立了华中地区首

个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站。到目前，文法学院教授团队已与王家河

13 个贫困村开展结对帮扶，共同打造精准扶贫“融智”平台。 



 

 - 5 -

学校与洪山区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 月 1 日，洪山区区委书记黎东辉、区长陈新垓一行来校调

研，并与学校签订“十三五”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仪式

由校党委书记李忠云主持。 

会上，校长邓秀新院士和

陈新垓区长分别代表华中农

业大学和洪山区人民政府签

订了“十三五”全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协议提出，按照“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洪

山区的土地、资源、政策优势和华中农业大学的学科、技术、人

才优势，围绕双方“十三五”发展规划，加强总体规划合作、科

学与技术合作、文教卫事业合作、人才培养和教育合作，相互支

持，努力改善城市环境和办学条件，打造“环华中农业大学创新

经济圈”，促进洪山区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和华中农业大学创建一

批处于国内前列、若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一流学科。 

协议签署后，双方就如何落实协议、推进合作进行了深入交

流。黎东辉提出，希望以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进一步推进

双方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

文化和人才一体化，并在 2016 年重点落实好创新创业、科技成

果转化、“大学之城”规划、校园环境整治优化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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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推进对口支持与合作工作 

3 月 3 日，校党委书记李忠云及副校长周承早、姚江林带队

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推进对口支持与合作工作。武汉生物工程学

院理事长、校委会主任余毅，

校长李友清，党委书记赵正洲

等热情接待了李忠云一行。 

座谈会上，赵正洲和周承

早介绍了两校对口支持与合

作工作取得的成果，并就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持与合作工作提出了

设想和希望。 

李忠云书记充分肯定了七年来两校对口支持与合作工作取

得的成绩，希望两校对口合作一如既往，继续荣辱与共，不断发

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的特色和亮点工作，将部省高校对口支持

与合作工作做好、做实。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理事

长余毅感谢多年来我校对其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项目

申报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与无

私帮助，并表示学校将继续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不断创新发展

思路，加快转型升级，争当全国民办高校的领头羊。 

李忠云一行还实地考察了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的应用生物技

术研究中心、众创空间、国学馆、青春护航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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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现代农业班水稻综合班在我校圆满结业 

3 月 4 日，由湖北省农业厅和我校联合举办的湖北省基层农

技人员培训现代农业班、水稻综合一班，顺利完成 7天的学习任

务，圆满结业。 

据了解，此次培训，在前一轮培训的基础上，实现了“三个

转变”：培训目的从知识更新向综合服务能力提升转变；培训内

容从微观生产技术向宏观产业发展转变；培训方式从单一向多元

转变。通过培训，来自全省 38 县市的 139 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

把握了当前的农业形势，提升了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能力。 

作为农业部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我校一直积极参与基层

农技推广培训工作，2009 年以来承担湖北、广西、青海、新疆、

西藏、宁夏、安徽等地农技培训班 156 期，培训 1万 2 千多人次，

涵盖重点班、粮油、蔬菜、果树、茶叶、水产、畜牧、能源、农

机、经管等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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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新林来校商讨推进校地合作 

3 月 4 日，鄂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新林一行 11 人

来校访问交流，副校长周承早、姚江林等热情接待了陈新林一行。 

座谈会上，周承早代表学校欢迎陈新林一行，他首先介绍了

学校在鄂州市的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等共建项目中的情况，表

示学校将继续在人才、技术和平台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更好地

服务鄂州农业发展。陈新林回顾了校地农业合作取得的成绩，希

望能与学校在农业技术人才培训、农业新品种推广和农产品深加

工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姚江林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双

方要梳理近年来的合作项目，形成项目清单，将个体项目整合成

产业链项目，将民间合作升级成为官方示范项目，全面促进农业

产业提质增效。 

双方围绕我校驻鄂州科研基地建设、农业技术人才培训、农

业新品种新模式推广、农产品深化加工技术及鄂州梁子湖花谷基

地建设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研讨。随后，陈新林一行还实地考

察了我校的校内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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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园林管理系统组团来我校学习 

3 月 6 日，山东潍坊园林管理培训班在我校继续教育学院开

班，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

成员、副校长高翅出席开班典礼并致辞。 

高翅从 1993 年学校受潍

坊委托定向培养园林人才谈

起，他说，潍坊是一个有着精

益求精工匠精神的地方，精巧

生动的潍坊风筝就可见一斑，

大家在“春雷响、万物长”的惊蛰时节凌晨启程来校，也是在追

寻着精益求精，让青山绿水更加美好，让人居环境更富诗意。 

高翅提出，正值学校最美的季节，请大家在校园里走一走，

从专业角度，对校园环境的规划、设计和管理提出意见建议。 

随后，高翅为培训班讲授“城乡统筹 诗意栖居——兼议可

持续风景园林”。 

此次培训班是继 2015 年我校首次为潍坊举办园林管理培训

班后的再度合作，37 名园林管理技术人员将在我校进行为期一

周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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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周承早带队赴三峡库区调研柑橘研发中心项目 

3 月 8 日，副校长周承早带领祁春节、汪李平等教授前往宜

昌秭归县，与湖北省移民局一同实地考察了国家现代农业三峡库

区脐橙综合试验站，并与秭归县政府就三峡库区柑橘研发中心项

目建设的有关情况进行座谈交流。国务院三峡办咨询中心、湖北

省移民局、宜昌市移民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

会由湖北省移民局副局长郑应发主持。 

会上，祁春节教授介绍了三峡库区移民致富特色产业发展中

心的建设思路。周承早表示，我校高度重视三峡库区移民致富特

色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与湖北省移民局进行了多次交流探讨。他

说，柑橘是三峡库区的优势产业，华农几代专家教授一直关心关

注宜昌和秭归的柑橘产业发展，积极将科学研究与当地产业实际

需求结合起来，在促进产业发展中贡献了智慧，华农愿意参与到

发展中心的建设项目中去，也有能力促进中心的持续发展，为三

峡库区的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据悉，三峡库区移民致富特色产业发展中心主要致力于为三

峡库区后续产业扶持项目做好全程技术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和产

业问题攻关，同时能为湖北省政府的三峡库区移民项目提供绩效

评估，在政府决策和发展规划中充当智库。该发展中心包括产业

经济与政策研究基地、产业技术研发基地、成果集成与推广示范

基地和实用技术培训基地等四大基地，其中前两个基地设在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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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精准扶贫助力黄梅油铺街村改善办学条件 

3 月 8 日，我校与油铺中心小学精准扶贫结对帮扶仪式在黄

梅县苦竹乡油铺中心小学举行。学校办公室、宣传部、校友办、

档案馆有关负责人及学校驻村工作队参加了仪式。 

仪式上，宣传部部长程华

东、校友办主任陈胜代表学校

将校工会筹集的价值 4000 元

的体育用品、宣传部筹集的价

值 3000 元的文具以及校友办

赞助用于改善教师办公条件的 10000 元现金送到了油铺中心小

学校长柳国喜手中。 

我校驻村工作队队长付军介绍了我校教育精准扶贫的情况。

他表示，工作队将在建立贫困学生结对帮扶、支持学校改善办学

条件、轮训油铺街村 50 岁以下教师、协助落实国家助学贷款以

及四联办学和支教等五个方面，力争在五年之内，逐步解决油铺

中心小学面临的问题。 

校友与基金工作办公室主任陈胜表示，学校将依托校友会与

教育发展基金会，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力支持油铺中心小学改

善办学条件。 

黄梅县教育局党组书记黎耀成、黄梅县苦竹乡党委副书记胡

定国等出席仪式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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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三峡茶谷产业研究中心 

3 月 10 日，我校与湖北邓村绿茶集团共建三峡茶谷产业研

究中心签约仪式在宜昌举行。副校长周承早、园艺林学学院院长

程运江教授、茶学系主任倪德江教授，夷陵区科技局局长唐皓、

农业局局长覃春茂，湖北邓村绿茶集团董事长黄宗虎等参加了签

约仪式。 

黄宗虎表示，依靠科技是

企业实现转型的客观要求，深

度开展产学研合作是企业发

展的必经之路，希望集团能成

为我校茶学新技术、新成果的

集成地和转化地。 

周承早对双方能建立深度、持续的合作关系表示祝贺，他认

为湖北邓村绿茶集团的发展方向明确，基础条件优良，我校园艺

学科实力强劲，茶学发展迅速。他希望，双方能共同努力建设三

峡茶谷产业研究中心，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带动三峡库区广

大茶农特别是移民致富。 

倪德江教授代表学校与

湖北邓村绿茶集团签订共建

协议。 

周承早一行还考察了集

团乐天溪茶产业园和宜红茶

生产基地。据悉，集团将投入 125 万元用于支持产业研究中心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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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简讯： 

1 月 29 日，李崇光教授主持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我国鲜活农产品价格形成、波动机制与调控政策研究”顺

利结项。项目成果达到了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有关“免

于鉴定”的标准，获准免于鉴

定结项。在该项目支持下，李

崇光教授研究团队在 SSCI、

SCI、CSSCI 等期刊上发表研

究论文 50 篇。多次向国家部委和省、市政府部门提供咨询建议，

其中 3份报告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研制蔬菜和生猪价格波动

预测预警软件一套，获得省、部级奖 2项，研究成果获得了较好

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果。 

2 月 9 日，国际营养学领域权威学术期刊《Journal of 

Nutrition》在线发表了齐德生教授课题组在霉菌毒素危害及其营

养调控机制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该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为孙铝辉

和张妮娅博士，通讯作者为齐德生教授。据报道，我国饲料霉菌

毒素污染率高达 90%。其中，黄曲霉毒素 B1 是目前已知致癌力

最强的霉菌毒素，给养殖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可引起严重

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该研究成果为硒防治黄曲霉毒素 B1

及化学致癌物的危害提供了科学依据及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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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我校联合湖北省油菜办公室、宜昌农科院在枝

江市召开了油菜抗根肿病新品种选育与应用现场观摩会与综合

防控交流会。全国农技中心油料处、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省油菜

办公室、省植保总站、省农业厅种植处、省种子管理局等 24 个

单位的 50 余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以李云昌研究员为组长的专

家组一致认为该新品系对根肿病表现为免疫抗性，在根肿病抗性

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它的创新与选育为我国油菜根肿病抗病

育种提供了有效资源，在根肿病发病区域具有示范推广价值，并

对抵抗根肿病的发展蔓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月 1日，《Nature》子刊《Nature Plants》在线发表了作物

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稻团队关于小 RNA 调控水稻抗病反

应的研究进展。文章标题为“Transposon-derived small RNA is 

responsible for modified function of WRKY45 locus”。该研究揭

示了 WRKY45 位点两种不同等位基因在水稻抵抗白叶枯病过程中

具有相反功能的原因是其中一个等位基因 WRKY45-1 可以产生小

RNA。该研究的第一作者是张海涛博士，通讯作者是王石平教授。 

3 月 2 日，中宣部命名了第二批 50 个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和 50 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校团委入选第二批 50 个全国学

雷锋活动示范点。据悉，学校高度重视学雷锋活动，策划了“榜

样的力量——湖北省道德模范事迹分享会”、“筑爱黄昏，走进

夕阳红”、“精准关爱，青春同行”、“关爱残障儿童”、“禁

毒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发起“我的公益梦想”征集活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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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弘扬雷锋精神，培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风尚。 

3 月 3日，2015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十佳项

目”以及大学生科技创新“十佳作品”颁奖仪式暨 2016 年大学

生科技创新工作师生座谈会召开。获奖学生代表、优秀指导教师

代表与教务处负责人参会。据了解，2015 年，学校获批国创项

目 128 项，立项 2016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项目 352

项。 

3 月 12 日，“湖北省依托科研院校开展水稻产业农技推广

服务试点项目”子项目—“水稻一种两收丰产高效技术集成与示

范”和“鄂东南双季稻周年丰产提质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推进

会在我校召开。项目首席专家彭少兵教授，省农技推广总站副站

长羿国香以及来自省农科院、长江大学、黄冈市农科院、荆州市

农科院和相关市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及农业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等 40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1 月—3 月，国际病毒学领域权威学术期刊《Journalof 

Virology》在线连续发表了 2 篇论文，刊载了曹胜波教授团队在

乙型脑炎病毒复制和诱导炎症反应机制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两

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分别是博士生陈政、硕士生 AshrafUsama，通

讯作者均为曹胜波教授。乙型脑炎病毒（JEV）是一种危害严重

的人兽共患传染病。曹胜波教授团队近年来在 JEV 免疫与致病机

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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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扶贫工作： 

学校研讨推进建始产业精准扶贫 

3月 5日，学校召开定点扶贫工作产业扶贫项目工作交流会。

副校长姚江林、科发院负责人以及产业扶贫项目牵头专家参加了

会议。 

会上，首批立项的猕猴桃、景阳鸡、玉米、猕猴桃、茶叶、

魔芋等产业扶贫项目牵头专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了结题汇报；

高山蔬菜、枸杞、冷水鱼、甜柿、果酒等在研项目汇报了 2015

年度工作进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肥料、饲用油菜、猕猴

桃健康酒等 3个拟实施项目汇报了工作计划。与会专家就项目的

深入推进落实、如何产生更大的扶贫效益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姚

江林在讲话中对继续做好产业扶贫项目，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 

按照《华中农业大学定点扶贫建始县工作规划（2013-2020

年）》，学校以建始县实际需求为导向，经过实地调研、校地磋

商，以建始县优势特色农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为产业培植主要

方向，以贫困户、贫困人口覆盖面广的产业为主要培植对象，因

地制宜，精准“靶向”，先后设立了 10 个产业培育专项，重点

扶持当地猕猴桃、景阳鸡、茶叶、玉米、魔芋、高山蔬菜、枸杞、

冷水鱼、甜柿、果酒等 10 个特色产业发展，探索形成了“围绕

一个特色产业，组建一个专家团队，设立一个攻关项目，支持一

个龙头企业，带动一批专业合作社，助推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的

“六个一”产业精准扶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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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专家赴建始县对口联系村指导产业发展 

3 月 10 日，园艺林学学院徐跃进教授和科学技术发展研究

院、校团委等部门同志，赴建始县三里乡扎鱼口村指导产业发展，

该村系我校"111”计划服务联系

点，我校刘文奎老师挂职担任其

第一书记。茶学专家、正在建始

县挂职工作的周继荣博士一同开

展技术指导。 

刘文奎首先介绍了村里的基

本情况和产业发展现状。实地了

解情况后，徐跃进对于如何调整

种植结构给出了诸多建议，并表

示希望扎鱼口村尽早完成产业调整，早日走上致富之路。不少村

民闻讯而来，提出在蔬菜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徐跃进都给予了细

心的分析指导。对于种植结构调整后的销售渠道问题，他说，未

来将大力宣传扎鱼口村的种

植产品，争取推荐相关企业来

村收购，帮助解决村民产业发

展的后顾之忧。周继荣博士认

真查看了茶叶生长情况，对茶

叶种植的技术知识进行了讲解，并就产业发展前景等问题解答了

村民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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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工作简讯： 

2 月 24 日，生命科技学院党委书记和希顺、国家柑橘产业

技术体系常规技术育种岗位科学家伊华林教授等一行赴宜昌市

夷陵区，与区农业局副局长刘进、柑橘生产技术骨干、雷家畈村

领导等一同对当地柑橘品种

改良工作进行实地考察。 

在鸦鹊岭镇海德曼柑橘

农场，伊华林对 3 年前更新的

柑橘品种“世纪红”进行了栽

培指导。在我校“111”计划

对接联系点——雷家畈村，和希顺表示，自 2009 年实施“111”

计划以来，院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

作对接。此行是想以技术支持，为雷家畈村开展柑橘品种改良和

乡村旅游建设做些实事。伊华林结合当地柑橘种植和发展乡村旅

游的实际，提出了“将品种更新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分期分批对

柑橘品种进行更新换代；引进大分、鄂柑、贵妃柑、春甜等柑橘

品种，延长采摘时间，有效结合乡村游，打造品牌效益，提高农

民的收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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