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院 17 位专家入选第三轮省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有关文件通报，我院共有 128 位专家、2 位顾问入选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创新团队，在首席专家、岗位专家数量等标杆指标继续领跑全省涉农科研单位和高校，进一步凸显了我
院在全省“科技创新、服务三农”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

我院专家在水稻、番薯马铃薯、果菜、荔枝、柑橘芒果、香蕉菠萝、优稀水果、花卉、茶叶、南方现
代草牧业（牛）、饲料、现代种业、农产品加工、绿色发展、农业资源环境、植物重大灾害预警、畜禽疫
病监测与防控共性关键技术 17 个产业或领域入选首席专家，占全省首席专家总数的 1/3；110 位专家入选
岗位（专题）专家，占入选岗位（专题）专家总人数的 20%; 另有 2 位专家担任团队顾问。

本轮产业技术体系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细化了产业和技术领域，由上一轮
的“12+8”模式拓宽到 51 个领域，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院校专家也积极参与。

我院入选第三轮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名单：
1. 水稻产业创新团队               钟旭华　水稻研究所

2. 番薯马铃薯产业创新团队            王章英　作物研究所

3. 果菜产业创新团队               谢大森　蔬菜研究所

4. 荔枝产业创新团队               向 旭　果树研究所

5. 柑橘芒果产业创新团队             钟广炎　果树研究所

6. 香蕉菠萝产业创新团队             李春雨　果树研究所

7. 优稀水果产业创新团队             徐玉娟　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8. 花卉产业创新团队               朱根发　环境园艺研究所

9. 茶叶产业创新团队               唐劲驰　茶叶研究所

10. 南方现代草牧业（牛）产业创新团队      陈卫东　动物科学研究所

11. 饲料产业创新团队              黄燕华　动物科学研究所

12. 现代种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团队      刘 斌　水稻研究所

13. 农产品加工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团队     张名位 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14. 绿色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团队      林壁润 植物保护研究所

15. 农业资源环境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团队    徐培智 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16. 植物重大灾害预警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团队  田兴山 植物保护研究所

17. 畜禽疫病监测与防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团队 魏文康 动物卫生研究所

7 月 16 日，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南方现代草牧业（牛）

创新团队启动会在省农科院动科所召开。广东省农科院副院长肖更生、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处长刘亚平、副处长李振柱、畜牧与饲料

处处长罗一心、调研员张永发，省农科院科管部副主任黄洁容、创新团

队咨询专家广东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陈三有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动物

科学学院江青艳教授、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瞿明仁教授，动

科所所长、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陈卫东研究员及岗位专家和示范基地负责

人共 40 余人参加会议。

7 月 19 日，第三轮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创新团队

启动会在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召开。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科技教

育处副处长李振柱、省农科院科管部副主任黄洁容，水稻创新团队咨询

专家省农科院李康活研究员、水稻所所长王丰研究员、水稻所陈友订研

究员、水稻所副所长、水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钟旭华研究员及水稻创新

团队岗位专家、示范基地负责人等共 25 人参加会议。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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