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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书生副校长带队赴镇雄县调研并签订校地帮扶协议 

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高校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

用，推进学校与镇雄县深入合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根据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乡村振兴局的安排部署，2023

年 4月 26日至 27日，副校长朱书生带队赴镇雄县调研推进校地结对

帮扶工作，学校科学技术处、国内合作与社会服务处、继续教育学院

等部门负责人及拟建设的镇雄县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专家教授参加。 



签约仪式由镇雄县委书记肖顺兴主持，他对朱书生一行表示热烈

欢迎，对学校的帮扶表示感谢，并表示镇雄将在学校的支持和帮助

下，主动作为，全力打造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 

朱书生就合作建设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省部

联动重大科技专项等项目为抓手，围绕镇雄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

加工与贮藏保鲜等农业特色产业发展需求，与当地龙头企业和特色产

业基地联合开展技术集成应用、试验示范、推广转化。 

双方还就成立工作组、推进合作领域及落实相关职责等方面进行

了交流探讨。 

在签约仪式前，朱书生一行实地调研了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的建

站地点，并对建站相关工作提出要求。 

 

 

 

 

 

 

 

 



 

云南省旱地水稻技术示范春播现场推进会在澜沧举行 

 

2023 年 4 月 29日，云南省旱地水稻技术示范春播现场推进会在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学校

名誉校长朱有勇，校长李永和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荣廷

昭、康振生、邹学校、柏连阳，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克勤，省内外有关

高校院所、农业科技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水稻旱作技术团队

成员应邀参加了澜沧旱地水稻技术示范播种现场推进会。 

  

一大早，蒿枝坝旱地水稻示范区，学校旱地水稻技术团队就旱地

水稻品种、栽培技术、病害、虫害、草害发生及防控开展技术培训，

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技术要点。 



  

竹塘乡老炭山村哈果马旱地水稻示范区，旱地播种机来回穿梭于

地块中，旱地直播轻简高效、一气呵成。拉祜村民相继推着旱地滚播

器，开心的在自家旱地播种。 

 

  



在旱地水稻技术示范春播交流会上，普洱市副市长杨中兴、湖南

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研究员刘都才、省科技厅副厅长关鼎禄、省农业

农村厅副厅长刘巧泉先后发言，介绍了旱地水稻的有关情况并提出要

求。各示范区代表交流了水稻旱种的经验做法。 

  

朱有勇从“为什么要种旱地水稻、如何种旱地水稻、种旱地水稻

要达到什么目标”三个方面，详细讲解了解决山区农民口粮、建立针

对草地贪夜蛾的生态安全屏障的必要性，阐释了水稻旱种对水稻品

种、地域气候条件、技术支撑、种植轻简化的要求，提出了提高产量

的目标和愿景。他表示，要在旱地种水稻需解决两个难点，一是水稻

旱地分蘖技术，研究团队利用杂交优势选育了一系列新品种，在旱地

条件下与水田一样分蘖旺盛；二是旱地稻田除草技术，旱地杂草比水

田种类多、生长旺盛，研究团队根据杂草生长发育规律，创建了杂草

萌芽前的封草技术，让旱地稻田杂草不再形成危害。 



  

 

李永和表示，朱有勇院士始终心系农民的口粮问题，注重国家的

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多年来组织学校相关学科联合攻关，从育种、

栽培、杂草及病虫害防控构成了完整的水稻旱种技术体系，在全省推

广水稻旱种取得了良好成效，对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起到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提高了学校的影响力。学校始终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大

力支持项目的实施推广，相信在有关部门及各位院士专家的大力支持

下，在各单位的通力合作下，项目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会议要求，一定要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心系国之大者，坚决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推进旱地水稻种植，让老百姓的饭碗

端得更牢、端得更稳。 



  

 

旱地水稻是我省基于陆稻种植传统，在水稻抗旱品种和旱作技术

不断革新的基础上，为增强口粮生产和保障能力开展的探索。云南多

山，灌溉条件有限，水稻产能长期缺口较大，山区农民的口粮，以玉

米等杂粮为主。为解决部分山区、半山区群众口粮需求，促进旱地耕

种节本增效，2021 年，朱有勇院士率领学校旱地水稻技术团队来到

澜沧县，在竹塘乡蒿枝坝村民小组的山地上，试验旱地杂交水稻高产

优质栽培技术。2022年，竹塘乡就种植水稻旱种 8761 亩，最高亩产

788公斤，平均亩产 397.6公斤，总产量 348.34万公斤。2022 年 9

月，专家组对蒿枝坝旱地水稻现场称重得出了结果——平均亩产

690.9公斤，比传统旱稻产量提高了近 400公斤。2023 年，全乡将推

广旱地水稻 10012亩。目前，朱有勇院士及团队通过对两个难点的攻

克，盘活了山区农民的土地，让当地老百姓吃到自己栽种的口粮。 



近年来，云南省针对粮食安全结构性问题，把水稻旱种作为“稳

口粮”的一项重要举措，探索水稻旱种高效栽培技术。2022年省级

安排示范推广面积 50万亩，示范推广区域覆盖 11个州（市）59个

县（市、区）。下一步，云南将按照“优化布局、持续探索”思路，

稳步推进水稻旱作示范推广，2023年全省计划推广水稻旱作面积

28.5万亩、产量 10000万公斤以上。 

 

 

 

 

 

 

 

 

 

 

 

 

 

送：校党委办公室（党委巡察办）、校长办公室、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专 

家服务处  

（共印 3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