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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院士又获奖了！
几十年来，他始终耕耘在食药

用菌领域，致力于菌物基础学和菌
物工程学研究工作；“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他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培
养了一大批菌物专业人才；他深入
全国各地进行科技扶贫，让乡亲们
走上了致富路……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著
名的菌物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是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2021 年“粮食英
雄”称号获得者，吉林农业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农业大学原校
长。他始终活跃在科研攻关、人才
培养、乡村振兴的第一线，每年的工
作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时代风云，激荡变幻。在漫长
的人生旅途中，李玉的脚步始终坚
实而有力——

1944 年，李玉出生于山东省济

南市。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山东农
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系植
物保护专业。他清楚地记得，有一
天参加全校大会，学校领导强调要
大力培养农学专家。那时，坐在台
下的李玉默默地想：将来，我有没
有可能成为农学专家中的一员呢？

理想的种子就这样在一颗年轻
的心中扎下了根。

毕业后，李玉被分配到吉林省
白城市的农科所工作。那时的白城

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但这并没有让
李玉退缩，他坚持下乡指导生产，在
公社蹲点搞实验，一项项技术革新，
都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
段近 10 年的宝贵经历，让李玉在
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历练，更为他
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1978 年，李玉成为了吉林农业
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招收的第一
批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菌物学家

周宗璜。然而，即将毕业之际，周老
师却因病离世。临终前，周老师拉
着李玉的手叮嘱他，一定要把菌物
研究继续下去。那时李玉才得知，
世界上已发现的几百种黏菌，没有
一种是中国人命名的，这也是周宗
璜先生一生的遗憾。“您放心。我
一定坚持到底！”从此，李玉将研
究“菌”作为终身奋斗的事业，真
正踏上了菌物研究的拓荒与创新
之路。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李玉就
带领团队深入全国各地开展菌物资
源调查，系统开展菌类资源收集、保
存、评价和利用等基础研究，相继发
表新种130余个，记录中国黏菌430
余种，占世界已知种的43%，开创了
中国人命名新种的先河。

他主持编研出版了《吉林省菌
物志、动物志、植物志》《中国真菌志
（黏菌卷）》《中国真菌志（香菇—侧
耳类真菌）》等多部志书，以及本领
域第一本英文专著；完成了《中国真
菌志（香菇—侧耳类真菌）》《中国大
型菌物资源图鉴》等内容的编研，收
集的标本及菌种保藏量更是位居国
内前列，成为我国在这一领域重要
的资源库。

这些重要研究不仅保护了种质
资源，提高了我国菌物学科国际影
响力，更为推动我国食用菌产业及
菌物学科的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食用
菌年产量从1978年的5.78万吨到如
今突破了4000 万吨，创造了产业发
展的奇迹。食药用菌产业已经成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力军，是推
动健康中国的新引擎、实现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和促进三物循环生产的
新动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
济发展模式的典范产业。发展食药
用菌产业可谓正当其时！于是，这
几年，李玉又带领团队开启了“食药
用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及应
用”项目的研究。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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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冰莹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近日，《全国县域旅游发
展研究报告 2024》暨“2024 年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2024年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
百佳县”名单公布。延吉市上榜

“2024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
百强县”榜单，梅河口市、敦化市
上榜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
佳县。

近年来，延吉市依托独特的
地理优势和文化资源，积极探索
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观光旅
游、民俗旅游、红色研学旅游、乡
村生态旅游等全面开花。延吉
旅游火爆出圈，激发出“旅游+
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体
育”等相关产业的跨界融合、协
同发展。2023年，延吉市旅游持
续升温，共接待游客 877.9 万人
次，同比增长 37%；实现旅游收
入140.4亿元，同比增长81%。

2023年以来，梅河口市按照
《吉林省旅游万亿级产业攻坚行
动方案》要求，以“冰雪+避暑”
两大品牌为驱动，抓好资源整

合、文化融合、氛围营造、服务提
升、经济转化，形成了梅河口独
有的城市旅游 IP。全年接待游
客 23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突破100亿元。

敦化市以深化旅游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旅游
兴市”发展战略，打造新业态、创
造新场景、开发新模式，努力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
以旅游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快
速回暖复苏，展现出强劲发展活
力。2023年，敦化市旅游综合收入
86.5亿元，接待游客692万人次，同
比分别增长81.56％和81.74％。

《全国县域旅游研究报告》
是国内县域旅游领域的一项权
威性课题研究，由全国县域旅游
研究课题组牵头完成。全国县
域旅游研究课题组成员来自文
化和旅游部信息中心、中国社会
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中国社会
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中央党校、国家信息中心、中国
人民大学等国内官方学术背景
的权威研究机构。

我 省 三 地 上 榜 2024 年
全国县域旅游“百强”“百佳”

“ 木 耳 院 士 ”的 强 国 梦国 梦
——记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及其团队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及其团队

本报记者 张鹤

6 月 24 日，2023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中国工程院院

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领衔申

报的《食药用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

创新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25日，第十五届

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奖名单公布，李

玉院士获光华工程科技奖！

山高人为峰。李玉院士是我国

食用菌界的一座高峰，默默耕耘，硕

果累累。几十年来他攻克道道难

关，在菌物基础学研究和菌物工程

学研究成果辉煌，努力让祖国发展

为食用菌产业强国。本报推出特别

报道，让我们近距离感受“木耳院

士”的强国梦。

本报讯 张志勇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分红了！村里给我们
分红了，赶紧去领……”6月26
日，在汪清县大兴沟镇太 和
村，村民怀着喜悦的心情奔
走相告，纷纷赶往村里的小
广场。

“我们今年是首次分红，村
里的集体产业发展势头好，大
家都挣到了钱，我们曾经许下
的分红承诺今天兑现了，老百
姓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太
和村第一书记荆明说，“这是集
体奋斗的成果，理应由村民共
同分享。”

“当了一辈子农民，现在成
了股东，这是我们第一次领到

分红，真的太高兴了，希望以后
年年有分红！”村民喜笑颜开，
感受着集体经济给他们带来的
福利。

太和村按照“产业共融、产
权共有、村民共治、成果共享”
的原则，成立蛤蟆塘大豆种植
合作社，探索“党支部领办+村
办企业牵头+村民入股”推动
传统种植业发展的新模式。资
金方面，采取资源变资产，现金
变股金，村民变股民的方式吸
引各方入股，至今合作社累计
投入资金182.6万元，其中包保
单位支持资金35万元，村民入
股资金 47.6 万元，村集体企业
入股资金 100 万元。经营方

面，采取农资统购、粮食统销等
一系列降本提效的有力举措，
累计收益40.36万元，收益率高
达22.1%。

近年来，太和村为了带动
更多村共同发展，充分发挥联
合党总支作用，打破村域界限，
采取“联合党组织+合作社+
村”形式，在镇党委的统筹下整
合红兴村、新立村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扶持资金 100 万元，
购置大型农机具，发挥机械化
作业优势，共同发展“代耕代
种代收”等农业社会化服务
项目，通过“强村带弱村”，实
现了从“独唱”到“合唱”的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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