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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重
磅揭晓。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
评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和科技
部审核，本次共评选出250个获奖项目，其

中，国家自然科学奖49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39项。记者注意
到，农林科技领域成果颇丰，涵盖了种植业、
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农产品加工、生态保

护等方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坚持自主创新，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澎湃动力。

科技领航强农之路科技领航强农之路
——看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的涉农成果

作为我国连接农业种植区和草原生态区
的过渡地带，北方农牧交错区承载着国家“稳
固生态屏障、稳定粮食生产、维护社会稳定、促
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重任。然而，这片区域干
旱多风，风蚀导致农田退化面积长期占据六成
以上。“北方农牧交错区风蚀退化农田地力培
育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围绕农田风蚀防治、
地力培育和作物增产增效三大生产生态难题
开展系列攻关研究，创建多路径地力定向培育
关键技术和轮耕沃土新制度，破解了风蚀退化
农田“用、养”失衡的难题，集成了不同等级退
化农田地力培育与产能提升技术模式。

我国拥有丰富的果壳类、木材类、秸秆类
农林废弃物等生物质资源，不仅数量巨大，通
过利用方式的不断创新和拓展，还可以转化为
能源、燃料、肥料等多种产品。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周建斌带领团队攻克了壳状类、块状类、
粉状类生物质气化定向调控关键技术，创制了
连续化、自动化、规模化的气化多联产系列成
套装备，研发了热、电、炭、肥系列产品，取得了
多联产技术的重大突破，构建了完全自主创
新、国际领先水平的生物质气化多联产关键技
术体系，实现了农林废弃物大规模产业化应
用，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此外，“重金属污染土壤绿色修复与安全
利用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创建了完整覆盖污
染农田和工矿场地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全利
用模式；“绿色生物基材料包膜控释肥创制与
应用”成果攻克生物基材料成膜难、养分释放
与作物吸收匹配度低等世界性难题，研发利用
秸秆等天然生物基材料替代石化类膜材的控
释肥新技术，为全球土壤污染修复及环境管理
提供了“中国方案”。从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可以看出，加强农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
是为农业现代化增动力、添活力的应有之义。

（本版稿件由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
网记者 党菲参考《农民日报》、《科技日报》、农
业农村部官网整理）

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
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吃饭不
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
样样都是美食。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
个国土资源拓展，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
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多
途径开发食物来源，推动国民膳食结构向更
加健康、营养和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些都离
不开科技“利器”。

“食药用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及应
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我国食
用菌界首个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也是本次
涉农奖项中唯一的一等奖。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玉带领团队实现了菌物精准育种技术
的“国产、自主、可控”，开创“一区一馆五库”
菌物保育技术体系，创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木耳、平菇等高产优质新种质1.1万余
份、育成新品种45个；提出的“木腐菌草腐
化”理论，实现了木腐菌从“吃木”到“吃草”
的转变；创新“工厂制包+农户出菇”的脱贫
攻坚模式和“菌包工厂+智慧方舱”的联农
带农乡村振兴模式，为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发
展和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建设“蓝色
粮仓”，是践行大食物观理念、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海水鱼养殖产
业面临精准营养研究缺乏及由此导致的高
效配合饲料开发技术落后等问题，严重阻碍
了海水鱼养殖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中
国海洋大学教授艾庆辉及其团队以大黄鱼、
花鲈等我国海水鱼养殖代表种类为研究对
象，开发了非鱼源饲料原料高效利用技术和
绿色靶向添加剂应用技术，构建了海水鱼精
准营养配方体系，并研制了一系列海水鱼绿
色高效配合饲料，为海水鱼定制了健康营养
食谱，有力推动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转型升
级和可持续发展。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我国依靠自己的力
量端稳饭碗，让14亿多人吃饱吃好。但是，粮食
需求刚性增长，端牢饭碗的压力大，要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必须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从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可以看出，围
绕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科技工作者聚焦核心
种源，攻关核心技术，为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
供给提供了“硬核”支撑。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自交系选育
是其育种的核心，常规选系周期长、速度慢，单
倍体选系速度快，但因其技术复杂，一直是玉米
育种亟须解决的重大难题。围绕“杂交诱导单
倍体”技术路径中的单倍体诱导率低、鉴别和加
倍困难三大技术瓶颈，中国农业大学联合有关
院所，近30年持续攻关，创建了单倍体育种高效
技术体系，纯系创制周期由传统的4年至5年缩
短到1年内，实现了我国玉米单倍体育种技术从
“无”到“有”再到“领先”的里程碑式跨越，为我
国玉米种业振兴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与经济作物，常因
干旱胁迫严重减产，亟需抗旱高产品种。山东
农业大学教授万勇善带领团队通过深入解析花
生抗旱节水与高产协同改良的育种技术，育成
“山花9号”“山花7号”等6个抗旱节水高产优
质花生新品种，满足了不同生产条件和不同用
途的需求，为提升我国油料产能和保障粮油安
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解决好种子问题作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要害来抓，加快推进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推动一批高产优质新品种脱颖而
出：创制了蛋白和淀粉品质兼优的育种亲本“豫
麦47”等，并选育出“郑麦379”等优秀品种，实
现了小麦产量和品质的双重提升；通过杂交育
种，自主培育出30余个生长快、肉质好、抗病力
强的优良肉鸭专门化品系，为肉鸭产业提供了
丰富的品种资源；育成耐寒、抗风、高产橡胶品
种8个，其中“热研917”等3个抗风高产品种推
动了我国中重风害植胶区实现高产植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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