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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农科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 

植保所 吴瀚翔 

 

回顾中国共产党 100 年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

始终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一条重要主线。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

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农筑国本，根本在于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这要求坚持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切实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国家农业战略科技

力量，从 1957 年成立以来，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地方

经济、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促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64 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农科院人怀着满

腔的爱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三农”发展事业，

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带领全国农业科技力量，不断提升科

研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水平，为我国农业科技率先跨入世界

先进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

业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老一辈科学家带领下，中国农业科学院大力开展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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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攻关、高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宏

观战略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成

果。2017 年 5 月 26 日，中国农科院建院 60 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 60 年来我院为我国“三农”事业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时提出了“三个面向”“两个一流”“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作为新时代农科院人，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

精神，响应时代号召，推动乡村振兴，是我们青年一代应该

认识和思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9 月 11 日的科

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

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中

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

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在今年一系列党

史、农史、院史的学习活动中，我深刻认识到，农科院老一

辈科学家的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和治学精神，是农科院人的

代代相传的宝贵基因，给青年人的奋斗划定了坐标，指明了

方向。 

一、爱国敬业，勇于担当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作为

中国农业科学院欢庆建党百年的系列重要活动，中国农科院

展厅落成开展。在展厅最重要位置，矗立着丁颖、金善宝两

位院士的铜像，两位老先生是农科精神的创造者、维护者、

践行者，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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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是名副其实青年职工学习的楷模。 

丁颖院士是我院首任院长，年轻时期便立志要以科学救

国为此生夙愿，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三赴日本留学，学成

回国后从事稻作科学研究 40 余年，被誉为“中国稻作之父”。

他也是我国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的先驱，用毕生的精力为我

国农业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曾被周恩

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他的高尚品德和

崇高精神将不断传承与发扬，激励后来者在崎岖的科研道路

上努力奋进。 

金善宝院士是我国小麦科学研究的先驱，早年留学美国，

始终保持赤子丹心。他最大的愿望是能以自己的学识，为发

展祖国农业作贡献，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造福，回顾老院

士的人生，他做到了。学成后金老毅然离开美国，登上了返

回祖国的航船，他一生潜心于小麦科学研究，为我国的农业

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把春小麦新品种选育的时间从十年左

右缩短到三四年，成为我国小麦育种工作的一个里程碑。选

育的小麦优良品种推广面积最高年份超过 6.67 万公顷。 

二、初心使命，甘于奉献 

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中国农科院建院以来，人才辈出，

硕果累累，老一辈科学家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先进事迹。今

年，中国农科院直属机关党委精心策划了“老一辈科学家入党

志愿书和科研记录档案联播活动”，遴选出 21 位老一辈科学

家，展示了他们当初对党的认识和理解，对农业科研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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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心。我学习后感触很深，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老一辈

科学家的事迹触及灵魂，其中来自植保所李光博院士的事迹

对我触动极大。 

李先生是著名农业昆虫学家，中国昆虫迁飞研究创始人

之一。李先生于 1984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

书中，李先生写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成为工人

阶级的组成部分和依靠力量，所有这些都使我深受感召，重

新看到自己能够继续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广阔前面

和无限光明的前途。”李先生一生恪守“活一天，就要干一天，

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奉献”的人生格言，即使身患重病仍然心系

科研。在病床上撰写了“八五”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项目的

验收评估报告，从医院请假出来，主持召开了国家攀登计划

会议，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李先生在蝗虫、粘虫和

小麦主要病虫害综防技术研究中取得了优异成果，在生产上

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求真务实，严谨治学 

院训反映了中国农科院的使命初心、目标定位、精神追

求和文化传承，有着六十多载的沉淀、积累、传承和发扬。

农科院老一辈科学家的事迹生动形象的诠释了“求真笃行、敬

农致用”的院训精神。他们的学术境界和学术精神是农科院发

展中最宝贵的基因，是激发青年一代农科院人热爱“三农”事

业、矢志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 

齐兆生先生是我们植保所老所长，植物保护学家、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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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齐先生在入党志愿书中坚定地写到，“我要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把剩余的年月无条件地献给党的事业，使自己更

多更快地接受党的教育，更有利于建设四化服务，我的心情

和志愿都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在这样坚定的信念中，齐

先生对我国棉虫化学防治、新农药检测和棉虫综合防治等研

究做出了巨大贡献。齐兆生是我国最早进行内吸杀虫剂研究

的学者之一，发明了用八甲磷水溶液浸泡蚕豆种子防治蚜螨

的方法，这项研究申请了发明专利，并写出论文发表于 1950

年英国《自然》杂志上。齐先生治学严谨，“没有三年以上的

试验结果不写论文；写好后，不送三个专家请提意见不投稿；

修改好论文后放在抽屉里至少一年，反复审视推敲修改后才

投稿”。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出号召，“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

切期望！”面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的时代使命，青年农科人要时刻牢记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

情怀，以此为榜样，明确人生坐标与方向，只有传承好，弘

扬好科学家精神、矢志科技创新，才能不断攻坚克难，为实

现中国农业科技跨越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