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介绍 

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又名江苏徐淮地区连云港农科所，1981 年成立，隶属

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和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数十年来，经过几代科技人

员的共同努力，现已发展成为研究力量较强、学科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明显的综

合性农业科研机构。全院现有在职职工 80 人，专业技术人员 68 人，其中，研究

员 4人，副研究员 25人，中级职称 27人，初级职称 12人；具有博士学位 5人，

在读博士 1人，硕士学历 26人，本科 35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人，省“333”

人才工程二层次培养对象 1人、三层次培养对象 6人，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 1人，获市突出贡献奖 1人，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 5人，市“521”工程培养

对象 16 人，市优秀科技人员一等奖 3人，二等奖 4人。 

我院为区域性、公益服务型农业科研机构，主要开展农业新品种选育、应用

技术开发研究以及科技示范、科技服务工作，同时进行应用基础和农业宏观对策

研究，为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成果保证和技术支撑。目前设有 3个管理

部门：办公室、科技处、财务处；9个研究部门：水稻研究室、小麦研究室、蔬

菜研究室、杂粮研究室、花卉园艺研究中心、果林研究室、资环研究室、动物研

究中心、生物技术研究室（筹建）；1个科技型企业：江苏金万禾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拥有设施完善的植物生理实验室、组织培养实验室、稻麦分子育种实验室，

已建设 4个科研育种试验基地 1000余亩，一是东辛农场试验基地，以稻麦、玉

米、花生、切花、蔬菜等新品种选育、新技术试验示范、科普教育为主；二是玉

带河试验基地，以植物转基因研究为主；三是以东海驼峰试验基地；四是赣榆青

口盐场耐盐植物选育研究与示范试验基地，以耐盐植物新品种选育为主。我院建

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基地），2007 年 12 月成立国家水稻产业体系连云港

综合试验站，2013 年 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离子束生物工程学重点实验室连云港

实验室。 

我院针对省、市农村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确立十个重点研究领域：

一是常规粳稻、杂交粳稻和杂交籼稻新品种(组合)选育；二是优质专用中强筋小

麦新品种选育；三是出口蔬菜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开发研究；四是鲜切花及高档

盆栽花卉新品种引选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五是云台山区地方特色果树资源搜集、

整理与利用研究；六是特种动物新品种引选、繁育及利用研究；七是耐盐植物新

品种引选及产业化开发研究；八是地方药用植物开发与利用研究；九是切花菊花

出口周年供应技术研究；十是农业重大病虫草害防治技术研究等。 

多年来，我院根据农业生产的需求，在农作物育种、生态农业技术研究等领

域创立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十二五”以来，共承担各种科研课题 200 余项，

课题总经费 5000余万元，通过审（鉴）农作物新品种 13个，获植物新品种权授

权 3个，申请新品种权保护 5项，制定省地方标准 13项，获专利授权 10项，获

科技成果奖 25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1项，农

业部中华农业奖二等奖 1项，在省级以上专业刊物发表科技论文 200余篇，科技

成果转化创社会经济效益 200多亿元。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我院争取的部省

级以上项目数量和经费大幅度提高，不断提升了我院科研项目品质及科技创新能

力，并获得 “软环境十佳单位”、“十五先进科技创新集体”、“建设连云港

先进单位”、“市级文明单位”、“科技服务先进单位”等称号，多次受到市委、

市政府的嘉奖。 



我院积极配合各相关单位及部门，参加 “科技帮扶整村推进”、“科技进

村入户”、“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等多类项目，充分发挥我院技术和人才的双重

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服务、科技下乡及科技扶贫活动，推进我市农村科普

活动和科技信息服务，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

农业政策法规、科技知识、技术成果等，全面提高我市广大农民的科技素质，把

农业科技真正送到农民手中。 

近年来，我院立足优势产业，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加强新品种新技术的

推广应用，形成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加速转化的良好局面。加大连粳 4号、连

粳 7号、连粳 9号等连粳系列水稻新品种和连麦 6号、连麦 7号等连麦系列小麦

品种推广力度。加快了科研的成果转化，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社会效益极为

显著。同时依托科技人才优势、加强资源整合的同时，努力推进与科技型企业的

合作，引进外部优质资源，加快形成支柱产业。成功注册成立 1000 万元的金万

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逐步建立科研开发支持科技产业、科技产业反哺科研开发的运行机制。 

同时，我院逐步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及其它农业科研院所的联系，建立产学研

合作关系，加强学术交流及技术合作，引进国内外农业先进技术和科技创新机制，

整合优势创新资源，增强自身创新能力。已与中国北方杂交稻研究中心、中国农

科院作物中心、天津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 10余家单位，建立技术合作关系，

通过联合申报、联合攻关等多种形式，借助其先进理论水平、技术优势和信息渠

道，提高我院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培养我院专业技术人才，提升对外知

名度。 
 

http://www.lyg.gov.cn/lygsnykx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