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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作物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团结奋进 努力为安徽种植业创新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一、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总结
自2018年5月换届以来，学会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

神，在省科协、省民政厅和中国作物学会的领导

和指导下，在挂靠单位省农科院，行业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以及安农大、安徽科技学院、省农

垦集团、省监狱管理局、荃银高科、丰乐种业、丰

大种业等理事成员单位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

学会秉承服务宗旨，坚持开放民主、团结合作，积

极主动、踏实干事，建章立制、完善管理，拓展功

能、提升能力，切实履行桥梁纽带职责，团结带领

广大会员致力于服务我省作物科技创新和产业

发展，已成为行业内具有广泛影响的科技社团，

在服务“三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1.坚持党建强会。一是结合特色学会建设

任务，制定《安徽省作物学会党建工作计划》，

将党建作为特色学会建设的首要任务。二是

坚持党委成员集体学习制，组织学会工作人员

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等重大系列活动直播。三是认真

落实省科技社团党委的要求，积极参加相关培

训等活动。四是组织长三角学会专家来合肥

开展红色行活动。五是推荐会员参加省直机

关工委“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微宣讲视频评选和党史知识竞赛活动，荣

获二等奖2次。五是申报2024年省科协“双比

双争”先进基层党组织党建项目，获得立项。

2.完成届中调整。按照有关要求，2019年

完成中共安徽省作物学会委员会届中调整工作。

3.选树模范典型。2022年，在学会六十华

诞之际，首次评选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等5家

单位为“先进团体会员单位”，授予牛运生等2

位同志学会“突出贡献奖”，20位同志分别为

“优秀会员”和“先进工作者”。推荐3位同志分

别荣获中国作物学会六十年庆“楷模科学家”

和“先进工作者”，推荐2位同志分别荣获“安徽

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省科协“先进个人”。

（二）突出学术技术引领，助力农业科技创

新与发展

1.组织学术交流研讨活动。主办省级学术

研讨会6场，邀请中国作物学会理事长万建民院

士、盖钧镒院士、张洪程院士等30多位国内知名

专家学者、行业管理者、企业家作大会报告，线下

参会1000人以上；举办专题交流活动12场次。

一是创建与培育品牌学术论坛。学会创建

和培育“安徽农作物种业发展论坛”，已形成以“科

创种业”服务“科创安徽”建设集“会展洽（商）”一

体化的学术技术交流平台。自2021年起已连续

举办三届，大会报告专家17位，分会场6场次，签

约合作服务和成果转化协议5份，共建专家服务

站7个，参展企事业单位26家，推介新品种新技

术等22项，线下参会人数达600人次以上。

二是由学会牵头，联合上海市、浙江省和

江苏省作物学会共同在合肥举办第十九届长

三角科技论坛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分论坛。

三是举办“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

联合黄山市科协，在黄山市联合举办“全国科技

工作者日”系列活动；以“心系农业强国、助力乡

村振兴”等为主题，组织学会科技传播团专家入

校园讲科普；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举办“青年会

员活动日”。各级领导、省内专家和基层一线会

员约300多人次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四是联合省农学会举办助力寿县大米产业

能力提升推进会，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省

科协和省农科院的领导专家等120多人参加。

五是举办专项专题系列研讨交流会。各专

业委员会与省农科院作物所、水稻所，安农大农

学院以及省产业技术体系等联合举办小麦新品

种田间测产研讨会、省油棉产业发展研讨会、“十

四五”省水稻产业技术发展规划研讨会等。

2.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与学会会员单

位合作，年均组织各类培训班百余场次，培训

数千人次；年均组织调研2-3次，为各级政府

等提交报告1-2份；连续5年组织开展成果推

介宣传，来自于30多家单位的40多项成果分

别参加相关活动。

一是组建学会科技服务团。2021年组建

安徽省作物学会科技服务团，下设水稻、小麦

和经济作物等3个专业技术服务组。

二是建立学会专家服务站。先后与黄山

市、宿州市、濉溪县和南陵县科协联合在柳丰

种业、青弋江种业、华成种业和丰茂公司等共

建4个专家服务站。

三是举办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会员单位

省农科院水稻所对中小学生实行“开放日”活动，

着重宣传农业转基因技术，已成为当地中小学

“科普教育活动”品牌项目；会员单位安徽农业大

学的“‘一村一名大学生’人才培养工程”项目获

批为全省“终生学习品牌项目；2022年监事长杨

剑波带队走进黄山市新城实验学校开展科普、交

流与讨论；另外，学会承接中国作物学会“科普中

国”进校园项目，组织参加省科协“科学加”科普

安徽短视频和“中国科协科普答人”等活动。

四是开展调研咨询服务。学会承接省科

协决策咨询项目，先后提交《建立健全农村社

会化服务体系》《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安徽种

植业产业集群发展》等调研报告5份；2020年，

与学会挂靠单位合作提交《关于再生稻种植制

度的报告》，获得省领导批示；由学会主要领导

牵头调研形成的《安徽省直播稻生产情况调研

报告》，经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以送阅材料（专

报）的形式报送省委省政府。

6位会员被国家乡村振兴局等聘任为“第一批

产业顾问组”成员，1位为会员被聘为省民政厅社会

组织评估专家组专家并入选省科协“海智专家库”。

3.科技成果评价与推介。一是评价农业科

技成果7项。2021年，学会成立安徽省作物农

业科技成果评价委员会。已邀请中国科学院

钱前院士、中国工程院赵振东院士等数十位国

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分别组成评审组对水稻、小

麦、花生、烟草等项科技成果进行评价。

二是研制《淮北水旱轮作区冬小麦化肥农

药减量施用技术规程》等团体标准5项。

三是宣传推介科技成果32项。积极参与省

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奖补项目”；对上海光明

种业、山东华亚农业、荃银高科、安徽华安、安徽

凌家滩现代农业、合肥丰乐、安徽皖垦、白湖种子

公司等单位的32项新技术进行宣传推介。

（三）加强学会能力建设，建章立制强意识

1.建章立制，规范行为。累计制定发布《安

徽省作物学会“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

等学会制度20多项。

2.整合优势，发挥作用。一是健全农业科

技评价评审体系，获得“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

台”发布资质；二是联合会员单位，组建研究和

实施团队，承接政府职能转移项目9项等；三是

发挥学会平台作用，协调三方签约、以成果转

化为纽带促成研企合作。

3.提升能力，服务会员。学会工作人员将服

务意识贯穿在日常工作中，从小事做起，从细微

入手，培养自觉服务的意识。基于“学会”的人事

组织管理的特殊性，一是根据具体工作及任务需

求，与挂靠单位以及相关单位联合，形成了具有

良好配合力、较强执行力、相对稳定的基本运作

团队；二是根据行政业务主管部门以及上级学会

相关要求开展工作，按照组织程序，搞好民主推

选等工作；三是密切与学会各组成单位的合作与

协作，同时为提升工作人员能力，组织参加“学会

类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与培养”培训班。

二、取得的经验
（一）创建种业科技创新品牌论坛

将“安徽农作物种业发展论坛”与“第十九

届长三角科技论坛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分论

坛”融为一体，在更高的平台展开集“会展洽

（商）”一体化的学术技术交流。2022年，牵头

组织长三角三省一市学会在合肥开展系列活

动，在搞好学术研讨、党建交流、完成签约授牌

等工作的基础上，首次邀请省外17家企事业单

位参加成果宣传展示活动，扩大了“论坛”影

响，提升了品牌效应。

（二）系列科技成果评价工作成效显著

邀请知名专家和学者组成专家组对我省

有关单位完成的“鲜食玉米新品种及与草莓轮

作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烟叶生产方式转型

升级研究与推广”等7项农业科技成果进行评

价；其中，“抗旱优质绿色水稻种质创制与应

用”获2023年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

积极开展田间测产考评等工作。

（三）探索创新发展，培育学会能力

一是在省科协资助的学术年会项目的带

动下，主动谋划，首次启动“长三角”区域省

（市）级作物学会秘书长联系协调工作，邀请三

省一市理事长、秘书长齐聚合肥，互学交流，探

求合作，加速融入长三角，推进服务一体化发

展。二是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为契机，

与黄山市科协携手，突出服务作物产业发展，

开展系列技术服务活动。三是围绕学会能力

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办会，倡导团结

协作，力行主动参与，探索和尝试学会与会员

在履职尽责上的双向互动。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安徽省作物学会成立于1962年，历经六十

多年的坚韧与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崇尚

科学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坚定创新思维；历经

六十多年的合作与进取，秉持民主、务求奉

献，倡导团结互助，独树合作共赢，促进开拓发

展，将学会在人才、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

势发扬光大且独具特色。

学会也会不断注入生机，增添活力；未来

的五年也将在新形势下，迎来新任务，接受新

挑战，构建新气象。

（一）以党建引领学会发展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团结带领全体

党员和广大会员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

行“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

推动党建与学会工作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弘扬

科学家精神，加强学风作风和严谨自律教育，

全面提升学会特色党建工作质量。

（二）以改革助力学会升级

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学会优势、构建学会

平台、展现学会功能。一是谋求互补共赢，推

进由“被动”式到“间歇”性，变成“主动”式的学

会内的深度合作，携手互助，更好发挥学会在

服务我省农业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平台效应；二

是探求广开渠道，突显智力资源在我省种植业

区域共性关键和重大难点问题解决的独特优

势，更好体现学会在服务作物生产中的人才价

值；三是渴求服务，主动展开以学术技术为主

导的公益性活动，更好践行学会在服务种植业

科技进步中的宗旨要义。

（三）以团结促进学会建设

坚持民主办会，始终将团结合作贯穿在学

会创新发展中；坚守开放建会，更好地把服务

会员落实在学会能力的建设中。一是服务安

徽省作物科学进步，密切实践，组织搞好学术

研讨和技术交流；二是面向作物生产及其产业

建设，积极推进种植业界的产学研企合作，服

务农业经济发展；三是培育独立第三方的服务

社会能力，抓好以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为主的平

台建设，拓展工作新领域；四是以规范学会行

为为抓手，培养和提升学会秘书处的服务社

会、服务会员的能力。

新征程中的安徽省作物学会正迎着朝阳

逐梦奋进，学会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组织带领广大会员努力向上，自强自立，主动

作为，积极工作，为安徽作物科学进步和农业

强省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黄忠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