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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简介：

“发展园艺科学，促进学术交流，提高教育

水平，改善人类环境与提高人民生活。”安徽省

园艺学会成立于1986年，现有会员1000余人，

组建安徽省园艺学会专家库，入库专家129名，

其中院士6名，首席科学家16名。本着促进园

艺产业健康发展，学会坚持以服务会员为中心

的发展思路，发挥专业优势，强化服务意识，在

促进园艺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科技人才的培

养提高、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普及园艺科技

知识、为广大园艺科技工作者服务、服务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为全

省园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

撑。2023 年被省民政厅授予“安徽省 AAAAA

级社会组织”称号；2021年被省科协认定为“示

范省级学会”，被省科协评为“安徽省全民科学

素质工作先进集体”，被长三角科技志愿服务

联盟授予“2021年度长三角优秀科技志愿服务

组织”称号，被中国农学会评为“2021年度科技

志愿服务典型”；2022年被省科协授予“‘双比

双争’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此外，学会主办

的活动还被中国科协评为“2021 和 2022 年全

国科普日优秀活动”。

强党建 凝聚学会力量

加强学会党建工作是确保学会健康发展、

更好地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有效手段。近年来，

省园艺学会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始终坚持围绕

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理念，立

足“融”字，全面推动党建工作和学会工作深度

融合发展。

安徽省园艺学会通过以党建工作为总抓

手，把党建和业务工作交汇融合，打造“乡村振

兴、园艺先行”品牌，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四全服务菜篮子等系列

活动，调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先后组织

600多人次分赴生产经营主体、农业企业、农业

主管部门，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100多项，服务1家主体入选国家级龙

头企业，1家主体入选国家发改委三产融合示

范基地，一批入选省级平台和项目建设，培育

一批优秀会员，有效带动其他会员的工作积极

性和主动性。同时，牵头建设“科创中国”设施

蔬菜产业服务团，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校

为名誉团长，涉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农技推

广部门等专家团队23人，通过产学研金服用多

方力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利用，促进科技经

济深度融合。

做“三人” 打造科技服务平台

安徽省园艺学会致力于做科技工作者成

长的同路人、成果转化的中间人、科技服务的

经纪人。一方面

为会员搭建学术

研讨平台，引进先

进理念和经验，助

力会员学术进步；

另一方面引导科

技创新与生产需

求紧密结合，多领

域推介会员成果，

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为提升学术

交流活动的水平

和质量，学会积极

邀请加拿大、比利

时、美国和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20多

名专家来皖考察

交流，同时选派

30余名科技人员分别赴英国、

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参观

考察、学习交流。据不完全统

计，2017年至今，学会先后组

织会员参加国际国内大型会

议200余人次；先后有50多人

次在大会上分别作交流发言，

参加这些学术会议，不仅学习

了国际上的园艺科技最新成

果、增长了年轻会员才干，也

宣传了我省园艺科技成果和

学会的工作。

有了优质的学习平台，

才能推动科研成果的创新发

展。作为汇集省内园艺科技

工作者的重要组织团体，学

会用好、用足自身资源，创办

多样化的交流和品鉴活动，

为广大会员搭建学习的桥

梁，助力省内园艺事业创新

发展。其中全省瓜菜品种示

范展示会及评选会和长三角

十字花科秋季蔬菜新品种展

示示范观摩会，平均参加示

范评选的蔬菜品种均在 600

个以上，省内外专家从抗性、

品质、外观、产量等方面综合

比较，遴选出安徽省主推品种，颁布证书并

以学会名义对外发布。同时，协助举办了安

徽省第五、六届优质果品（加工品）展评活

动，参与人员达5000余人次；展评会累计收

到全省 556 家果品生产经营实体选送的

1843 份样品，共评出一等奖 54名。组织参

加每年一届的中国安徽（合肥）农交会，展出

的蔬菜、果树等技术和产品，每年都成为热

点、焦点，是最受欢迎的展区，每年参展人数

都超过5000人次。

创模式 技术支撑促农增收

2013年，岳西县毛尖山乡开始规模化种

植高山蔬菜，那时以露天栽培为主，夏天碰

到连阴雨，板舍村露天种植的 50 亩辣椒基

本绝收，20 多亩四季豆也打了水漂。“很多

蔬菜病害是通过雨水传播的，只要一下雨，

露天淋雨的茄子就会发生炭疽病和青枯病，

很难防治。”省园艺学会理事长张其安介绍

道。在得知岳西高山蔬菜产业发展中遇到

的这一难题后，安徽省园艺学会、国家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联合安徽省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站长共同深入岳西

蔬菜产区进行调研，寻找解决方案。山区田

块小，平整度差，强行整平又易发生涝灾，无

法大面积推广平原地区的蔬菜大棚。于是

科研人员反复试验，因地制宜设计出了宽度

1 米左右、外形袖珍、能灵活拐弯的避雨栽

培设施。“在省园艺学会专家的帮助下，今年

板舍村大面积推广物美价廉的避雨设施，为

种植户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长豆荚亩产约

7000 斤，销到合肥、杭州、金华、九江等地，

批发价每斤 3 元左右，四季豆亩产值 1.4 万

元，辣椒可达 2 万元。“第一次尝试避雨栽

培，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亩均效益没有低于

1万元的。”毛尖山乡乡党委委员胡志东说。

迎难而上，勇担重责，这只是省园艺学会

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哪里需要技术帮助，就

深入到哪里，不论山高水远，不论道阻且长。

近年来，学会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加大科技扶

贫力度，先后400多次选派500多名专家深入

生产一线，聚焦大别山革命老区、皖北贫困县

区，为脱贫攻坚提供科技帮扶，带动贫困户增

收脱贫，助力壮大贫困县区乡村集体经济。同

时，利用“专家下基层”“三区”人才等活动送技

于农、送技于田，通过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推广应用和专家指导，推动产研深度融合。

如今，通过“科技服务站”搭建技术创新

平台，已有60多家实体单位与学会专家实施

了无缝对接，有31家企业成功申报安徽省创

新驱动助力工程奖补项目。其中，省园艺学

会金安区科协服务站建设成效显著，申报了

省级学会服务站建设补助项目，获省科协3

万元经费补助，继续用于金安区服务站建

设。通过服务站和奖补项目，帮助企业解决

技术难题，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助推企业转型

升级，带动地方园艺产业链延伸，达到企业提

效益、学会提能力的目的，为区域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

下一步，省园艺学会将以此为契机和动

力，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

强党建引领，促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强化自身

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极

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为推动园艺产业高质量

发展，服务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创新争先 示范引领树榜样
安徽省园艺学会：发挥学会作用 振兴园艺产业

省园艺学会下乡开展基层帮扶。

长三角农业科技成果路演暨安徽省第十一届瓜菜新品种新技术观摩会。

中国园艺学会与安徽省园艺学会党员参观金寨县红军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