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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姓名：       刘光华           

工 作 单 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推 荐 单 位：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     

    

 

 

 

填报日期：2022年 5 月 3 日 



  

姓  名 刘光华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70 年 6 月 

籍  贯 云南省牟定县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  历 大学 学  位 硕士 

毕业院校 西北林学院 所学专业 水土保持、农业推广 

工作单位及职务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员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2238 号 邮  编 650205 

推 

荐 

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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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服务            

学 

习 

工 

作 

经 

历 

起止年月 
在何单位从事何工作 

（学习工作经历从中专或大学毕业后填起，含科普工作经历） 

1995.07-1995.12 
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经济作物资源圃从事科研及科技

推广服务工作。 

1996.01-2020.09 

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从事科研、

科技推广服务及科学普及工作，期间：1998.07-2000.12 在

云南省大姚县湾碧乡挂职科技副乡长参加科技扶贫工作；

2002.06-2005.12 在职攻读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推广硕士学位。 

2020.10—— 
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从事科研、

科技成果转化及科学普及工作。 



主要事迹（1500字左右），内容应客观真实地反映候选人感人事迹、精神风貌和社会影响情况。 

刘光华同志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

学普及是创新发展的一体两翼，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的指示精神，全心全力为云南全省热作科

技事业发展不懈奋斗。通过多年的科技研发实践，熟练掌握了热带作物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研究

的基础理论、技术原理及操作技能，积累了大量热作产业开发的实践经验，在热带作物科技创新

和科学普及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引领了云南热带作物科技发展的方向，促进了云南热带作物科技

创新，推动了云南热带作物产业升级，为云南热区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 

扎根基层一线，埋头苦干实干。该同志自从 1995年 7月参加工作开始，就抱定要为云南热

带作物科技事业努力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开启了人生的追梦之旅。在随后的近 27年时间里，他

无论是在云南“热区飞地”的金沙江畔元谋县工作，还是在曾经“蛮瘴之区”的保山潞江坝拓展，

甚或转战云南中心区域昆明市盘龙区；无论是在金沙江、怒江流域和云南其他热区开展科技扶贫

及科技推广，还是在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科学普及和管理服务工作，都无怨无悔、干

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紧盯云南咖啡、芒果、香蕉、木薯等主要热带作物产业发展需求，坚持市场

导向和问题导向，针对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埋头刻苦钻研解决的技术和办法，

勤奋努力、苦干实干，先后主持和参与各类科技项目 30多项，发表论文 50余篇，出版专著 10

部，获各类科技奖励和表彰 15项，获专利 9件，通过作物品种鉴定 13个，为全省热作产业的发

展做了大量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尽责担当作为，科技提质上档。该同志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能够按照岗位职责和上级

组织的要求，认真履职尽责，特别是 2005年 9月至 2020年 9月任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

经济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热经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期间，他针对单位科技人才奇缺、科研

项目少小杂、工作经费极度困难、科技产出稀少且层次低等急需解决的难题，密切结合单位实际

主动作为、大胆创新，按照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借鸡下蛋、借船出海，外联内合、上下齐心等

工作思路，努力切实打开工作新局面，团结带领全体科技人员通过多年努力奋斗，促使研究所专

业技术人员从 40人增至现在的 99人，专业技术人才从学历最高本科到硕士博士达 43 人，从无

一高级职称人员到有高级职称 36人，同时现已有 10多人获批地厅级、省部级科技人才；科研项

目从数量、层次、获支持经费额度有了极大提升；科研经费从当年度 20万元增长至多平均每年

1000万元以上；科技成果、论文、专著、专利、品种等科技产出从数量、质量、档次都有了质的

飞跃。通过多年的实践锻炼，其本人从研究实习员晋升为研究员，从科员成长为处级领导干部。 

搭建发展平台，产业多样规模。面对很长时间云南保山热作产业零星、分散、规模小难以参

与市场竞争的现状，该同志于 2009年 11月依托热经所组织成立了保山市木薯、香蕉、产业协会、

荔枝等 3产业协会，2014年 1月又组织成立了保山市热带作物产业协会；同时，积极联合中国农

学会、中国热带作物学会、云南省热带作物学会等国家级和省级学会共建学术交流平台，联合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等全国热区知名农业科研院校共建科技合

作平台，联合部分院士专家共建专家工作平台，通过多措并举搭建了类型多样的产业发展服务平

台，并且注重充分挖掘平台资源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力助推了保山及全省咖啡、澳洲坚果、

香蕉、芒果、木薯等热作产业的多样化规模化发展。      

发挥专家优势，有力科技支撑。在组织所内专家做好科技服务的同时，该同志充分利用科技

服务平台汇聚、科技项目合作联结、科技学术交流聚集，上连中央科研院校、下接地方研究推广

机构，由学术、技术、行业管理等多方大量专家构建了高原特色热带农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并

受聘团队首席传播专家，被推选为中国科协第九、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为云南热作产业发

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也进一步保障了全省热作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感人故事（1—2个，1000字以内） 

孜孜以求 科技创新成绩显著 

    自从参加工作，就下定决心进军热带作物科学研究，紧盯云南咖啡、芒果、香蕉、木薯等主

要热带作物产业发展科技需求，坚持市场导向和问题导向，针对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

弱环节，通过 27 年埋头刻苦钻研解决的技术和办法，勤奋努力、苦干实干，项目从无到有、从

参与到负责、经费从少到多、层次从低到高，先后主持和参与各类科技项目 30 多项，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专著 10部，获各类科技奖励和表彰 15项，获专利 9件，通过作物品种鉴定 13个，

自身从研究实习员晋升至研究员，荣获云南省“讲理想、比贡献，奋力实现中国梦”活动创新标

兵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先进个人等表彰及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云岭产业技术领军人才等

称号。 

全心开拓 科学普及成果丰硕      
    自从结缘科协，就以做好热带作物科学普及工作为已任，通过采取搭建云南省保山市木薯、

香蕉、荔枝和热带作物产业协会等科普平台，联合中国农学会、中国热带作物学会、云南省热带

作物学会等国家级和省级学会共建学术交流平台，联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等全国热区知名农业科研院校共建科技合作平台，联合部分院士专家共建专家工作

平台，组建包括学术、技术、行业管理等多方大量专家的高原特色热带农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

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中国科协第九、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全心开拓、竭力坚守，为推

动云南热作科学普及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获

云南省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通过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认定，个人先后获云南省保山市科普先进工作者、云南省科协学会工作先进个人、中国热带作物

学会工作优秀个人等表彰，同时因科学普及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而获得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状

荣誉。 

 



个

人

声

明 

本人接受推荐，承诺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本人

愿承担一切责任。 

 

 

 

 

 

 

 

候选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

在

单

位

意

见 

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需对候选人政治表现、廉洁自律、道德品行，以及材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涉密情况出具明确意见。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 

 

 

 

 

 

 

 

 （盖 章） 

年   月   日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对候选人主要事迹和学风道德等方面作出评价，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 

 

 

 

 

 

 

 

 

                                      （盖 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