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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机制促动

激发创新活力

云南是全球三大花卉产区之

一，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花卉资

源。但长久以来，因种质资源利用

不足、新品种创新能力弱、自主选

育品种市场竞争力不强等因素，云

南约85%的花卉品种依赖进口，制约

了花卉产业的发展。

为加快花卉种质资源的研发，

2010年，云南省花卉育种重点实

验室建成。科研人员不断选育新品

种，建立种植技术标准，不断攻关

新种植技术，如今该实验室选育的

花卉品种有近500个。其研发的非洲

菊品种“秋日”和月季品种“赤子

丹心”，相继在欧盟、日本获得授

权保护并推广种植，成为中国首批

在发达国家申请保护的花卉新品种。

“国外的企业看到我们有自己

的研发能力，便开始关注我们，也

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花卉在国际上的

话语权。”云南省花卉育种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李绅崇说。

不只是花卉新品种数量和种类

实现新突破，水稻上山实现了亩产

量翻番、乡村污水处理技术全国领

先、建成全国首个贵金属材料基因

工程数据库……一个个创新成果背

后，都有云南省重点实验室的影子。

为更有针对性地围绕学科发展

前沿和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科技领域和方向开展创新性研究，

2018年，云南省科技厅印发实施

《云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

理办法》，将重点实验室打造成组

织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推动学科发展、聚集和培养

优秀科技人才、开展国内外学术交

流、开放共享先进创新资源的重要

基地。

云南省科技厅实验室与创新平

台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云南省科技

厅以3年为一个周期，对重点实验室

整体运行状况进行评估，取消评估

不合格以及连续两次评估为“中”

的重点实验室资格、予以摘牌。高

标准的评估机制，推动倒逼各重点

实验室积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在

多个科学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新突破。

近3年来，省重点实验室承担各

类课题1169项，其中国家级项目386

项；获国家和省科技奖励96项、获

授权发明专利736项、制定相关行业

标准50项……目前，全省124个省重

点实验室已产出一批批全国领先乃

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

引育并重

打造人才高地

“高层次人才匮乏，一直是制

约云南农业发展瓶颈之一。”云南

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植物病理

重点实验室主任朱书生坦言，与其

他部属兄弟院校和科学院相比，过

去，云南农业大学引进科研一流人

才的区位优势和政策环境明显不

足，人才引进难度极大。

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是人才，

近年来，围绕云南资源优势和新农

科建设需求，云南农业大学依托云

南省植物病理重点实验室建立起机

制引才、资源留才、情感稳才、特

色强才的内培外引（聘）师资队伍

建设机制，吸引优秀人才。通过多

措并举，如今，云南省植物病理重

点实验室从建设之初的20多人，不

断壮大到80多人。

“我们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

具有博士学位，现已形成从本科生

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

后的链条式培养育人体系，每年有

上百名优秀人才从这里毕业。依托

重点实验室，也培育和壮大了一些

新的学科，形成学科交叉融合的优

势。”朱书生说。

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级教

学名师到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该实验室的人才团队实力壮大，活

力凸显。尤其在朱有勇院士的带领

下，该实验室打造出林下三七、冬

季马铃薯、山地水稻等一系列特色

产业，培养了2160名应用型乡土创

新人才，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实验
室是科技创新的摇篮，也是发展的“推动器”。目前
云南共建有124个省重点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如何聚
焦全省重大科技需求，探索科学前沿领域，实现创新
突破，助推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省重点实验室
如何为云南发展蓄势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