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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现代设施农业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学校与北京宏福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9月 1日，校长李永和与学校相关学院负责人、教授，应邀前往

北京宏福集团总部，就打造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产、学、

研”协同创新模式，设施农业领域的产教研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交流，并结合北京宏福集团在云南省大理自治州投资建设的

百万亩设施农业项目，签署了校企战略合作协议。 

 



李永和一行参观了企业展馆，北京宏福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福水详

细介绍了集团的发展情况，特别是集团在云南大理州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项目建设和发展规划，他表示，云南是宏福集团农业板块“两区一

中心多基地”战略布局中的两区之一，未来定位是面向大湾区和东南

亚的核心产区和集团南方中心，亟需云南高校的科研力量和人才支撑。 

 

交流中，李永和指出，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大力发展现代设施

农业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部署下，希望针对高原设施农业

科技创新的迫切需求，以云南大理的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依托，加

强校企合作，开展多学科联合交叉攻关，加快推进园艺种业、设施农

业、农机制造与农业大数据等学科建设，共创共建科研攻关与人才培

养平台，结合企业需求加强定向领域人才培养，补齐人才需求缺口，

实现校企互利共赢。 

黄福水与李永和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一致同意设立专项

科研课题，重点研究云南省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及其助推云南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李永和还代表学校聘请黄福水为学校特聘教

授。双方希望通过校企深入合作、产教深度融合的方式，为云南省高

原特色农业的设施化、现代化发展培育更多高层次人才，协力在云南

高原特色农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热带作物学院科技特派队工作推进会在孟连召开 

 

9 月 1日，热带作物学院科技特派队工作推进会在孟连召开。热

带作物学院党委书记杜华波，孟连县委常委、副县长汪珺，各县乡镇

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学院科技特派队成员 20余人参加本次会议。 

   

杜华波对孟连县委、县政府二十多年来对学院开展科技服务提供

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希望科技特派队全体队员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技特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利用学校学院平

台，弘扬“农民院士”精神，扎根基层，全心全意做好服务工作，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他强调，科技特派队下一步要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的需求和难点痛点，做好示范基地建设，为技术

推广做好铺垫。  

汪珺充分肯定了科技特派队的工作，希望科技特派队能把更多先

进技术成果应用到孟连县天然橡胶、牛油果、咖啡等产业，振兴产

业，助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同时要求县乡镇部门要全力配合特

派队开展好相关试验示范工作。 



  

会上，云南省孟连县勐马镇公信乡科技特派队、云南省孟连县富

岩镇、勐马镇、芒信镇科技特派队队员曲鹏和张宝琼分别就现阶段工

作进展进行汇报，并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与会各部门、科技特派队

也就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提出意见建议。会后前往服务的边境村就

示范基地建设进行实地考察与座谈。  

科技特派队是由云南省科技厅资助并定向委托云南省农科院牵头

组织，学校、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畜牧兽医学院等联合实施的边境县（市）技术应用推广服务项

目，项目实施周期为 2022年 1月至 2024 年 12月，项目任务包括开展

乡镇主导产业——天然橡胶新品种区域性试验示范建设、林下大球盖

菇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天然橡胶生产管理综合技术示范与培训、特色

经济作物线上直播营销示范地建设及边境本土资源种植、养殖、加工

和技术培训等。 

 

 

 

 

 

 



国家科技特派团黑水县蜂产业组开展中蜂活框养殖科技服务 

 

8 月 31日至 9 月 2 日，国家科技特派团黑水县蜂产业组成员、

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动科院董坤教授一行 2人在国家蜂产

业技术体系成都综合试验站站长、四川省畜牧总站（蜂业管理站）赖

康高级畜牧师的陪同下，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开展中

蜂活框养殖技术现场培训和指导。 

  

在黑水县农户具有养殖中蜂的优良传统，有一定的养殖规模。全

县现有阿坝中蜂近 2万群，90%以上的蜂群由原来的传统养殖方式改

成活框养殖。但是，蜂农对中蜂活框养殖技术掌握的程度参差不一，

蜂蜜的产量不高，品质也有差别。蜂产业组深入到黑水县龙坝乡瓜苏

村和知木林镇知木林村，根据养殖户的实际情况，针对蜂农在科学养

蜂技术薄弱环节方面进行了现场培训和指导。从中蜂的传统养殖和活

框养殖的优缺点、中蜂的病敌害防治、中蜂人工育王技术、中蜂活框



饲养管理、中蜂成熟蜜的生产 5 个方面加强了现场培训，培训人员

40人，发放养蜂资料 50份。从如何分辨中蜂的病害、中蜂人工育王

实操、蜂群的开箱检查 3个方面加强了现场指导，指导农户 4户。 

  

蜂产业组在黑水若学标准示范蜂场、黑水中蜂标准化生产场、黑

水中蜂种蜂场、国家科技特派团中蜂选育基地进行了考察和指导。蜂

产业组一行还调研了当地蜜粉资源和中华蜜蜂资源的分布现状，分析

了蜜蜂养殖产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开展了以中蜂活框养殖技术为主导

的科技服务工作，为乡村产业振兴新局面积极建言献策。 

 

 

 

 

 

 

 



魔芋绿色高效种植现场观摩会在楚雄市召开 

 

9 月 2日，由学校、楚雄州农业科学院、楚雄市农业农村局主

办，楚雄州农业科学院经作所、楚雄市经济作物服务中心、学校农学

与生物技术学院承办的魔芋绿色高效种植现场观摩会和楚雄市魔芋产

业发展咨询会在楚雄市召开。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王立新，

学校副校长、云南种业创新研究院院长杨生超教授，学校相关学院、

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来自云南省农村科技服务中心、云南省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楚雄州魔芋产业协会及魔芋

生产企业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共计四十余人参加。 

  

参会人员分别前往楚雄市子午镇云龙村委会东园村、楚雄市东华

镇东华村委会夸么村、楚雄市东华镇本东村委会王家山，实地观摩云

南省楚雄市魔芋产业科技特派团组织实施的“楚魔花 1 号”和“楚魔

花 2号”高效种植示范和魔芋种质资源圃基地、珠芽魔芋“西傣 9号”

引种及与沃柑树复合种植示范基地、核桃林套种魔芋示范基地。科技

特派团团长陈军文教授和特派团技术骨干张燕研究员都分别详细介绍

了花魔芋品种选育、花魔芋和珠芽魔芋种质资源圃建设、花魔芋和玉



米套种模式、珠芽魔芋“西傣 9 号”引种及与沃柑树复合种植示范和

核桃林套种花魔芋绿色种植技术示范情况。 

  

 

在楚雄市魔芋产业发展咨询会上，陈军文围绕着魔芋资源分布情

况、魔芋产业发展现状、魔芋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魔芋产业发展建议

等方面首先进行了咨询汇报。在观摩和听取汇报后，王立新强调，科技

特派团首先要精准定位自身的工作任务和使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技特派员制度重要论述精神，他指出，楚雄魔芋产业发

展优势明显，要稳抓生产，依托科技特派团的技术力量和技术服务，切

实推动楚雄市魔芋产业高质量发展。他还强调，科技特派团要真正做

到“科技下乡，人才下沉”，服务地方特色产业。杨生超在作总结讲话

时强调，科技特派团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魔芋起源于



中国，种植历史悠久，楚雄魔芋产业基础和发展前景良好。他希望楚雄

市在魔芋产业“大分散，小聚集”的背景下，魔芋产业应该定位准确，

精准布局，进行魔芋良种繁育，主抓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优势产区，形

成比较优势，让技术创新引领魔芋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魔芋产业是云南高原特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魔芋

种植面积约 70万亩，占全国魔芋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

魔芋生产大省。楚雄州是我省魔芋传统的种植区和主产区之一，种植

面积超 20 万亩，魔芋种植及加工企业 40 多家，全州年产魔芋干片 1

万吨，精粉 4000-6000吨，占全国魔芋原料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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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