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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基层教育协同 探索人才培养新途径 

9月 21日，体育学院党委书记李杰庆、副书记王燕梅、副院长段义

龙带领学院师生到楚雄州南华县开展调研，并先后与南华县第一中学、

南华县沙桥初级中学签订了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协议。 

 



调研发现，不同基层教育单位的办学困难不尽相同，生活条件越是

艰苦，其办学压力越大。李杰庆一行深入了解了基层教育单位的实际情

况和办学诉求后，双方就招生宣传、能力提升、接续培养等内容进行了

洽谈，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此次合作，是体育学院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落实《云南省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要

求重要举措，不仅缓解了基层教育单位的师资压力，强化学生扎根边疆、

服务基层的意识，培养学生“脚上有泥，心中有情”的基层教育情怀，

同时也拓展丰富了学院教学实践基地组成，为学院教育人才的培养提供

了新的实践途径。 

 

 

 

 

 

 



旱地水稻助力乡村振兴现场会暨院士咨询会在澜沧县举行 

 

9 月 25 日，旱地水稻助力乡村振兴现场会在普洱市澜沧拉祜自治

县竹塘乡举行。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 31 位院士，云南省委副书记

石玉钢，农业科技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省内外有关高校院所，以及

旱地水稻技术团队成员应邀参会，学校党委书记黎素梅，副校长杨生超、

魏红江、朱书生、李宏，相关学院、部门负责人参会。 

  



 

  

在竹塘乡蒿枝坝和哈果马旱地水稻示范区，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深

入田间地头参观调研，一株株黄澄澄的稻穗压弯了腰，稻谷颗粒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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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防控要点进行介绍。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云南省山多

地少、旱地多、水田少，特别是近年面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的影响，

云南口粮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解决部分山区、半山区群众口粮需

求，促进旱地耕种节本增效，夯实乡村振兴的粮食安全根基，朱有勇院

士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把杂交水稻品种种到旱地上，像种玉米一样种水稻。

旱地水稻拓展了水田外延，实现水稻上岸走向旱地，玉米换大米，让科

技创新在田间地头开花结果，让山区农民吃上自己种的稻米，将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里。 

  

 朱有勇院士介绍，旱地水稻的核心技术就是品种创新和技术创新。

一是解决了水稻旱地从一株变成一丛的分蘖难题，研究团队利用杂交优

势选育了一系列新品种，使水稻在旱地条件下与在水田一样分蘖旺盛。

二是旱地杂草防除技术，与水田上的杂草相比，旱稻地上的杂草类型多、

长草周期长、生长旺盛、防控困难；团队根据杂草生长发育规律，摸索

出了草害防控技术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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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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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亩产 690.9公

斤，比传统旱稻产量提高了近 400公斤。2023年，竹塘乡旱地水稻示范

种植面积 10012亩。 



  

现场会后召开了院士咨询会，中国工程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刘旭

院士作总结讲话，澜沧县委书记刘继宏汇报了中国工程院定点帮扶的情

况。朱有勇院士汇报了“旱地水稻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参会的院

士专家围绕如何凝聚合力，助推乡村振兴，帮助当地百姓增产增收建言

献策，一致认为“旱地水稻”这一颠覆性技术，不仅发挥山区种稻潜力，

拓展了稻谷生产的新途径。而且还具有省工、省力、轻简化操作等特点，

旱地水稻种植技术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把饭

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指示的具体行动，对解决我国

山区农民口粮自给、推动国家粮食安全具有特殊意义。 

 

 

 

 

 

 

 

 

 



党的二十大代表调研旱地水稻科技成果 

 

9月 26日，党的二十大代表朱有勇、王荣、李娜倮、线小晃、赵家

清、赵跃芳、谢成芬；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杨丽丽、切麦；云岭学者

和长江学者代表胡凤益、祝光涛等到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调研旱地水稻

科技成果。学校党委书记黎素梅，副校长朱书生，学校旱地水稻技术团

队成员，相关学院、部门负责人参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代

表们相约来到竹塘乡蒿枝坝和哈果马旱地水稻种植示范区，旱地水稻技

术团队成员何霞红、文建成、陈丽娟、蔡红、郭力维、杜广祖、汤东生、

李娟就全省旱地水稻种植情况、旱地水稻品种、栽培技术、病害、虫害、

草害发生及防控要点进行介绍。 



   

走进 2022 年最高亩产 788 公斤的稻田，看到沉甸甸的稻穗，扑面

而来的稻香，党代表们纷纷向朱有勇院士详细询问旱地水稻在种植过程

中的播种和管理方法。在稻田里，党的二十大代表线小晃说：“朱院士，

我们这里的旱地水稻长势喜人，请问稻田里是如何控制杂草生长的，旱

地水稻能不能在德宏州推广种植？”，朱有勇院士回答“旱地杂草比水

田多，旱地水稻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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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控制了旱地水稻的杂草问题。旱地水稻种植需要选择

海拔 2000米以下，降雨量大于 1100毫米的区域，如果大家有需要，团

队可以提供技术指导。” 

     党代表们来到蒿枝坝村农民院士科技小院进行座谈，朱有勇院士

介绍了旱地水稻种植推广情况，党代表们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确保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等主题热烈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旱地水稻种

植技术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把饭碗端在自己

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指示的具体行动，对解决云南山区农民口

粮自给、推动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会后，党代表们走进蒿枝坝

村民家中，与村民面对面交谈，了解旱地水稻增收实效。 



   

朱有勇院士带领团队 8 年来始终坚守助力澜沧县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坚守为老百姓从粗粮变细粮的质朴初心，实现粮食自给，在乡村

地区形成合力，做实做优乡村特色产业，坚持市场导向，有力地推动了

云南省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 

  

 

 

 

 

 

 

 

 

 

 

 

 

 



亩产超 4.1 吨！云南农业大学自育品种“滇薯 23”田间

测产传捷报 

亩产超 4.1吨！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横河

村的田间地头。9月 27日，经专家组现场测产，云南农业大学郭华春教

授团队自主选育的马铃薯新品种“滇薯 23”原种生产核心示范区平均亩

产 4150.05 千克，平均亩产值 10375.13 元，经济效益显著，体现了农

业“芯片”助农增产增收的实力和潜力。 

  

由云南农业大学和寻甸高原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实施的云

南省重大科技专项“基于多样化消费的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及其绿色生产

技术研发示范”项目的“滇薯 23”原种生产核心示范区位于寻甸县六哨

乡，这里是我省重要的商品薯和种薯生产供应基地，马铃薯常年种植面

积保持在 13.5万亩左右，每年供应昆明市马铃薯商品薯 20余万吨。 



  

专家组听取项目实施过程和方案措施汇报，对位于六哨乡横河村的

7亩示范地进行现场测量核查，察看了马铃薯田间长势，随机选取 3个

地块，按照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进

行了田间测产。测产结果显示，“滇薯 23”平均亩产达 4150.05 千克，

平均商品薯率达 97.11%。按照市场价格每公斤 2.5 元核算，亩产值为

10375.13元，远远超过云南马铃薯平均亩产和亩产值，增产增收效果突

出。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采挖出来的“滇薯 23”红皮黄肉，薯形好，个

头均匀，圆润饱满，一个个铺在田垄上很是好看，颇有颜值担当。村民

李正林感慨地说：“要想经济效益好，品种实在太重要了。就拿这个品

种来说，好吃、产量高，还在田里就被预订一空，种薯供不应求。希望

能进一步加大推广，让适合种植的地区都能借助好品种来增加收入。” 

  



“滇薯 23”是我省著名马铃薯专家、云南农业大学郭华春教授团队

选育的马铃薯新品种，入选 2023 年云南省农业主导品种。该品种蒸煮

品质好，丰产性强，不但适合春作，也适合云南冬作和早春作栽培，是

云南马铃薯第一大主栽品种“青薯 9号”的升级版品种，深受市场欢迎。

“在今年春旱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个品种能够达到 4吨多的产量，农

民朋友们每亩地能有上万元的收入，我感到很高兴。”郭华春表示，选

育好品种、服务田间农，是育种科技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今后，要努

力选育更多优质、高产、适合市场需求的品种，更好服务云南马铃薯产

业发展。 

 寻甸县六哨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杜春永告诉记者：“在品种方面，

我们提出了品种优质化、种薯脱毒化的产业发展思路，主要采取‘亲情

卡’模式推广脱毒种薯，即以农户代种的方式生产种薯并进行销售，基

本解决了无法从薯块上外观识别种薯级别的难题，这种模式加快了优质

高产品种的推广步伐，让农户种马铃薯获得了较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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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