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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Focus

本报讯 从最初在简陋的草房中授课，到拥有先进的实验室；
从栉风沐雨的“草房大学”，到宽敞明亮充满现代感的教学大楼；从
海岛上一所高等院校，到创建“双一流”建设学科。六十余载久久
为功，海南大学作物学学科何以这么牛？日前，记者走进海南大
学，探访该校作物学学科两次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名单的砥砺奋进之路。

记者 廖自如 文/图

3年引进博士学位
以上人才超600人

下一步，海南大学作物学学科如何深入发展建设？海南大学
热带作物学院教授王文泉介绍，生逢盛世，要勇于担当，建设热带
作物学一流学科，机遇与挑战并存。

面对“研究型”大学建设，海南大学将36个学院的研究力量
规划为7个协同创新中心，其中热带高效农业协同创新中心，涵
盖热带作物、林学、园艺、植保、食品和生物科学等6个学院，提出
建设一流的基础与前沿技术平台和创新研究领域的战略构想。

在基础与前沿技术平台方面，提出建设代谢生物学、基因组
与生物信息学、表型组学、细胞培养与基因编辑和南繁育种服务
5个平台。每个平台由杰出科学家领衔，并拥有一流的设施和技
术人才团队，发挥国际技术引领作用。

在创新研究领域方面，提出建设分子设计育种、生理调控与
绿色栽培、绿色防控、健康土壤、智能装备、采后生理与储运、绿色
高值加工、热带动物种质和热带农业经济等9大创新领域，每个
领域负责人为学科资深专家，下设若干个研究团队；根据学科与
研究对象组合，进而设立8个分中心，如天然橡胶分中心、功能性
水稻分中心、木薯分中心、热带水果分中心、椰子分中心、槟榔分
中心、蔬菜分中心和热带大豆分中心等，实现基础研究与产业
的衔接。

海南大学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入学科建设，最近三年引进
各类博士学位以上人才超过600人。目前作物学学科中拥有长
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学者等国家级
人才20余名。此外，在拥有热带作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基
地、教育部热带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等基础上，海南大学与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美国康内尔大学等通过“111引智计划”，建
立本科生和研究生交换培养计划，参与热带地区国际组织、大学
和国家研究机构的深度科技合作。

00后大四学生
大四学生张贻帅是00后，来自农

村的他朴实而沉稳，担任班长、农学专
业学生党支部副书记，并多次获奖学
金。今年本科毕业后，他将被保研。

“农学专业要学习的知识很多，包括
土壤、气象、栽培、育种、分子、基因等，经
过4年学习，我的视野更开阔了，更深刻
地认识了农学专业。”张贻帅告诉记者，
今年，作物学学科再次入选“双一流”建
设名单，他感到十分自豪，“作物学学科
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研成果转
换等方面表现均相对突出，而这些资源
能让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科研信息，获
得足够的科研训练。”

90后博士研究生
90后杨丽云是海大热带作物学院

在读博士研究生，目前担任海南大学热
带作物学院研究生会主席、海南大学热
带作物学院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副书记，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柱花草抗炭疽菌。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作物学专业
已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
目前作物学已是融合生物技术、机械遥
感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技术的一门学
科，转变为机械化农业生产，并向智能
化农业方向发展，实现高产、优质、高
效、生态、安全的生产目标。”杨丽云称，
希望借助海南大学作物学一流学科的
平台，结合所学知识做出出色的科研成
果，为社会、对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80后副教授
副教授王倩男是80后，她从2019

年就在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农学系
和海南省热带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重
点实验室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双一

流’建设是长期推进、不断深入的过程，
我和同事们将坚持遵循规律、久久为功
的原则，在追求卓越的努力中奋斗不
息。”王倩男说道。

70后博士生导师
唐朝荣是70后，他是海南大学热

带作物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也是2018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他长期从事橡胶树产胶生物学研

究，是橡胶树产胶生物学从事高产分子

育种研究的领军人物。

陈银华也是一名70后，海南大学热

带作物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

师。“作物学”世界一流学科学术骨干，海

南省领军人才，国家木薯产业体系岗位

科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热带作物与微

生物的互作，为热带农业科教事业尽心

竭力，培养出一大批热爱农业、具有国际
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农业科技人才。

60后博士生导师
60后王文泉是海南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木薯产业体系岗
位科学家、海南省杰出人才，他是海南
省“双百团队”热带作物比较基因组与
系统生物学团队及实验室领头人，也是
我国重要热带作物木薯品种改良研究
领域和基因组与生物信息学方面的领
军人物。

50后教授
64岁的叶德教授退休后，2020年

11月至今被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返
聘。长期从事植物有性生殖发育的分
子遗传机制研究，主持和参与过多项国
家重点项目课题，在国际科学杂志上发
表研究论文40多篇。

早春二月，细雨迷蒙。2月17日，是海南
大学开学报到的第一天，学生们从四面八方
返回校园。海南大学以“海纳百川”的胸怀，
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记者从海口
市海甸五西路海南大学北门进入校园，道路
两侧用蓝色雨棚搭设了两排返校服务点。学
生进入校门后，分别到服务点扫码报到。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
单，海南大学作物学学科名列其中。这是我

省唯一上榜的高校及学科，无疑成为海南大
学虎年新春的高光时刻。据了解，该学科“双
一流”建设工作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
支持。尤其是，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
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指出“要支持海南大学
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为学科、学院乃至学校
提振了信心、注入了动能。

记者注意到，在返校服务点，不少学子正
分享这份荣光和喜悦。

64年前 简陋草房中上课
如今 作物学成全省唯一“双一流”学科

海大热带作物学院为何这么牛

“草房大学”
成长记

海南唯一“双一流”学科

在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党员活动室，
墙面上贴满了珍贵的老照片，给人一种穿越
时光隧道的感觉，定格了学院初创时的艰辛
场景。在光影中回望64年的发展历程，传递
着一代代“热作人”的坚守与传承。

海南大学作物学学科，在1958年4月华
南热带作物学院创办时就已经建立。1996年
5月16日，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经国家教委批
准更名为华南热带农业大学。2007年，华南
热带农业大学与原海南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
海南大学。

回望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的前世今
生，创办初期在简陋的草房中授课，被称为

“草房大学”。64岁的叶德教授与海南大学
热带作物学院同龄，他告诉记者，1978年，

他考入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时，校舍设施有
所改善，大部分已建成砖瓦房，但仍有少部
分草房。当时的实验仪器比较简陋，主要
是一些普通的玻璃瓶和玻璃试管，如今热
带作物学院产胶生物学实验室的主要设备
都是世界先进的。

记者先后走访参观了海大热带作物学
院代谢生物学实验室和产胶生物学实验
室，实验室宽敞明亮洁净，先进的设备令人
叹为观止。在产胶生物学实验室，记者见
到其中一套超高分辨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设备，博士后张义告诉记者，该套设备价格
高达 600 多万元，对海南大学作物学学科
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提供了重要的技术
支持。

“草房大学”的前世今生

50后到00后
一代代“热作人”

踔厉奋发
“丹心耀南疆”。在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科人才济济。从50后

到00后，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一代代“热作人”，形成了团结笃定、砥砺奋进
的集体力量，他们在作物学领域深耕不辍、行稳致远、成果辉煌，共同支撑
起海南大学作物学学科两次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价值价值600600多万元的超高分辨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设备多万元的超高分辨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设备（（圈处圈处））

高大充满现代感的海大农科楼高大充满现代感的海大农科楼

王文王文泉教授在做实验泉教授在做实验

师生在草房上课师生在草房上课（（资料图资料图））

设施简陋设施简陋，，曾被称为曾被称为““草房大学草房大学””（（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