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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三熟发展资源经济现场会在禄劝县召开 

6 月 6日，由学校纪韵祚教授牵头组建的云南禄劝农业科学技术

应用专家聚集效应发展中心团队指导的一地三熟发展资源经济推广现

场会在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召开，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梁基，校

长李永和，副校长魏红江、朱书生，禄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津华出

席现场会。学校相关学院、部门负责人、各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负责

人等专家教授参加现场会。 



李永和在讲话中指出，此次现场会是学校和禄劝县委政府贯彻省

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资源经济”新探索，秉承为农为民思想，集

力聚能，在田间做“加法”，向科技要潜力，稳粮增效的具体体现。学

校在禄劝建立农业科学技术应用专家聚集效应发展中心和云南农业大

学成果转化基地，为学校教师搭建了科研实践和成果转化平台，也为

青年学生培养提供了试验实训基地，是校县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

学校将发挥自身的技术、人才、平台优势，利用学校研发的早熟、密植

玉米新品种，突破了该区域土地两季有余，三季不足资源利用的瓶颈，

实现一地三熟，开辟了云南省保障粮食安全的新途径，把中国饭碗越

端越稳、越端越牢，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参会领导及专家教授观摩了砚

瓦冲玉米基地、绿槐村玉米和烟后玉米实验基地。 

 

  

 

现场会上还举行了禄劝县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科技报国精神教

育基地、“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张津华表示，此次挂牌

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校县合作，依托学校资源、人才优势，搭建高层次人

才柔性流动平台，更好地发挥高端人才的科技引领作用，推动禄劝县

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把学校一流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禄劝县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 



  

在禄劝县召开的一地三熟发展资源经济推广座谈会上，纪韵祚教

授介绍了“一站、一中心、三基地”工作推进情况，对下一步如何在

禄劝县实现一地三熟，保证农民增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进行了介

绍。农业农村厅梁基二级巡视员在座谈时指出，今天一地三熟现场会

的展示是一次对土地资源利用瓶颈的突破，云南农大专家团队通过在

中海拔地区应用一地三熟的种植技术，开展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品种

选育，有效避开了种植期间的气候灾害，为农民增产增收，保障粮食

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促进禄劝县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智力

支持。李永和表示，学校将与禄劝县深度开展校县合作，就种质资源

发展、农技人才培养、农业产业培育、粮食安全保障等方面开展合

作，聚焦禄劝县农业发展短板，共同推进种质资源的研究，打造有禄

劝县特色的“种业芯片”，建设乡村振兴的示范点，助力禄劝县社会

经济发展。张津华对学校长期以来对禄劝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希

望与学校加强在种业振兴方面的合作，发挥成果转化基地的作用，打

造乡村振兴示范点。利用农业农村厅的政策优势，发挥学校科技人才

作用稳步扩大合作成果，共同将禄劝砚瓦冲村的“一站、一中心、三

基地”品牌打响，切实为农户促增收、谋福利。 



 

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落户华坪县 

 

6 月 6日，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在丽江市华坪县挂牌，华坪县委

书记王峥与学校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彭吉萍为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

揭牌，学校植物保护学院副院长刘屹湘、丽江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

国华为学校实践教学基地揭牌。在朱有勇院士领衔的科技团队指导

下，服务站将开辟出一块 50亩的芒果种植示范基地，引入朱有勇院

士的生物多样性理论，进行覆草种植，改善生态环境，并通过栽培过

程中的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种植健康管理，建立以芒果为主的生态多样

性农场，为华坪芒果的提质增效提供示范样板。 

  

王峥在致辞时说，感谢学校的教授、专家专程来到华坪研究芒果

产业，帮助华坪农业发展。衷心祝愿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学校实践

教学基地办好、办靓，办出特色，共同助力华坪芒果产业及现代农业



进入品质更优、效益更好的可持续发展新阶段，推动学校在华坪及金

沙江干热河谷地区闯出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 

  

彭吉萍在致辞时说，学校将用活用好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

优势，充分发挥好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学校实践教学基地作用，贡

献农大智慧，不断推动芒果产业科技创新，助力华坪乡村振兴。 

  

科技服务站专家一行实地调研了华坪县荣将镇龙头果子山华坪芒

果产业和丽江金芒果生态开发有限公司，考察了学生实验室，与学生

亲切交流，了解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商谈农民院士服

务站的工作内容，对发展好华坪芒果产业进行了深入交流。  

“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由云南省科协和学校共同建设，学校负

责实施，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代楷模、学校名誉校长朱有勇担任科技



服务站管理委员会名誉主任。服务站以科研成果推广、科技攻关、技

术培训等科技服务为主，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于一体，

重点解决农业农村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努力打造成为云南省科技

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宣传站、推广站、示范站，共同赋能云南科技创

新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华宁县到校洽谈校县合作事宜 

 

6 月 7日，华宁县委副书记李鹏飞带领县农业农村局、县柑桔科

学研究所相关人员到我校洽谈校县合作事宜。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

业研究院副院长范源洪主持召开座谈会，国内合作与社会服务处、相

关专家参加会议。 

  

范源洪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详细了解了华宁县产业发展需求。

李鹏飞感谢学校多年来对华宁县的帮助和支持，他介绍了华宁县的基

本情况，希望与学校在柑桔品种选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以及蔬菜

和中草药产业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借助学校科技人才优势，助力华

宁县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双方就近期组织专家团队开展调研并尽快

推进新一轮校县合作协议签订达成了共识。 

 



范源洪副院长带队赴南华县 

接送驻村队员并调研沙桥特色农业产业 

 

6 月 9日，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范源洪带队赴

南华县接送驻村队员，并调研沙桥镇特色农业产业。学校组织部、国

内合作与社会服务处、烟草学院、体育学院、研究院专家服务处负责

人一同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范源洪回顾了两年来学校、研究院定点帮扶南华县沙

桥镇新华村开展的相关工作，通过党建引领，培育中药材栽培、黑山

羊肉牛养殖、饲料玉米种植等一系列特色产业，成功申报南华县食用

菌产业科技特派团、南华县“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开展优质饲料

玉米种植、高效畜禽养殖、烟草提质增效、特色食用菌栽培等相关专

业技术培训，对驻村队员两年来所做的扎实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他希

望原驻村队员回到学校后，不忘与南华的深情厚谊，继续为沙桥镇乡

村振兴作出贡献；要求新驻村队员尽快转变角色，熟悉镇情村情，遵



守驻村纪律，立足基层，出实招、谋实效，按照镇村党委的规划部署

稳步开展工作。 

南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治国代表南华县委、县政府介绍了南

华县情，并对学校 8年来对南华县的帮扶和驻村工作队员的辛勤付出

表示感谢，希望学校今后继续从人才培训、产业帮扶以及人居环境改

善等方面给予南华县大力支持。沙桥镇党委书记黄云松表态将积极配

合好学校、研究院的定点帮扶工作，携手推动沙桥镇乡村振兴工作取

得新成效。 

  

范源洪一行还实地调研了沙桥镇食用菌栽培等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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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