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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山区创业奖个人突出贡献奖

一、申请人姓名：宋炳彦

二、推荐单位：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三、工作单位：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四、申请人基本情况：

宋炳彦，男，1958年 12月生，1982年 1月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

园艺系蔬菜专业,本科学历，学士，现任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设施栽培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

从事山区工作 27年，1990年始，承担河北省科委“八五”攻关课题：太行山麓富水区“秦

庄农业综合试区”的子项目主持—名特优蔬菜商品化生产技术和水生蔬菜开发研究，该课题

通过综合配套技术的实施，先后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项“蔬菜作物抗旱丰产节水性鉴

定与应用研究”、 省科技厅重点“山区设施农业高效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山区绿色蔬

菜高效模式及配套技术研究与应用”、省财政厅“河北省主要经济作物提质增效技术研究与

示范”、省农科院基地县建设等项目 10余项。现主持省科技厅山办专项“山区绿色蔬菜高

效模式及配套技术研究与应用”，山区绿色蔬菜产业研究团队带头人。

长期坚持服务三农、科技下乡工作，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生产实践经验丰富。积极

参加河北省农村面貌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等项工作。遍及河北省内近 130个县

市进行技术指导、科技培训，为多个县市的农业园区建设、县域经济发展、主导产业立项，

进行了设计规划和分析论证；推广省内外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 60余项，建立规模基地

17个，在“八五”到“十三五”期间，先后参与编写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农业科技中长期

发展规划和重点研究领域；参加省科协、市科协、省农科院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进万村

兴百业”活动；省人事厅“博士、专家沿海经济发展专家对接”活动；省委组织的“小康

县建设咨询团”活动；早在应邀省广播电台、电视台讲课多次，河北日报，河北卫视新闻

多次报道。深受当地好评。

先后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及市级成果奖 12项，鉴定成果 5项；取得实用新型专利 3项；

制定河北省地方标准 3个；主编《河北省蔬菜品种志》、副编《设施蔬菜生产技术》等 9部；

发表论文 60多篇。其中：“山区经济作物设施安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2015年度，

获河北省山区创业一等奖；“燕山山区科技引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典型示范”， 20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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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河北省山区创业集体一等奖。

五、山区经济技术开发成效：

1、 主持山区“绿山富民”工程项目，为山区蔬菜产业发展，尽力尽责。

宋炳彦同志，早在 1990年，就开始承担河北省科委“八五”攻关课题：太行山麓富水区

“秦庄农业综合试区”的子项目主持—名特优蔬菜商品化生产技术和水生蔬菜开发研究，该课

题通过综合配套技术的实施，对当地农业生产促进很大，使该乡的农业经济排名向前提升

了 8位。1992和 1993年度连续被授予河北省山区开发优秀科技工作者。

自 2005年开始，为实现设施农业向山区的战略性转移，带动山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山区高效经济作物产业化，加快山区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目标。“十二五”、“十三五”

期间，主持“山区设施农业高效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 山区绿色蔬菜高效模式及配套技

术研究与应用”专项，一直奋斗在蔬菜生产第一线，组织 50多个山区县市和子课题单位，

他带领的团队，取得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制定地方标准 3个，发表学术论

文 21篇，专著 5部，，注册商标 10个。在山区建立示范基 17个，技术应用推广面积达 110

万亩，新增社会纯收益 13.8亿元。“山区经济作物设施安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

2015年获得河北省山区创业一等奖。

2、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和精准扶贫工作，不辞辛苦、成绩显著。

2015年，参加了河北省省委农村面貌提升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在蔬菜基地积极联系

节水设备安装系统，无偿提供甘蓝、菜花、彩椒种子 8万元，4月对全县蔬菜产业培训，四

个乡镇 15个村，轮回实地指导，受训农民 3万多人次。2015年获省农村面貌提升工作先进

工作者和六号村荣誉村民。作为主体人员，获得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驻村优秀工作组称号。

2010年以来，在涞水县娄村乡改建温室 40多座，示范户村民当年亩收入达 32000多

元，比当地 10000多元的收入提高了不少。

2012年，受省委统战部驻村工作组委托，在阜平县龙门村，为当地免费指导蔬菜大棚

建设和种植技术培训，现已发展到 60余亩。

2016年，受省人社厅扶贫组委托，在灵寿县岔头乡大夫庄村，发展西洋菜产业扶贫，

以初具 20亩地规模，取得显著效益。

3、在院市合作和基地县建设中，脚踏实地，受到好评。

他一直从事蔬菜品种资源、设施蔬菜栽培技术研究，1985年，他深入省内各地，收集

河北省蔬菜品种资源 3000余份，有他主编的《河北省蔬菜品种志》及《河北省蔬菜品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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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1990年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参加“蔬菜品种资源的搜集、繁种、保存”，1991

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3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

2001——2005年，积极参加院、市合作迁安市项目，在上庄乡实施的黄瓜优种优法技

术示范项目，从送优良品种到黄瓜收获全程技术指导，示范户平均每棚多收 2000多元。推

广自研及外引蔬菜新品种、设施栽培新技术、新成果 18项，引进春节特供桃、立体水培蔬

菜、名优蔬菜品种示范项目等，取得了示范性效果，受到地方农民的好评，中央电视台第

七套及地方台给予了报道。

六、推广应用及经济社会效益情况：

自 2010 年以来，累计在太行山、燕山山区辐射推广应用 108.81 万亩，新增社会纯收

益 11.53 亿元。

为山区设施经济作物尤其是设施蔬菜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形成了河北省山区蔬菜

优质高效生产的特色化、规模化发展模式，为河北省山区优质蔬菜生产的产业化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示范作用，项目在设施蔬菜安全生产、无公害绿色蔬菜的前提下，生产过程中综

合应用设施结构优化、集约化育苗、节水灌溉、适宜新品种应用、无土基质栽培等新技术，

显著提高了设施环境条件和产品优质产出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显著。

七、获得奖励：

2015年，“山区经济作物设施安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获河北省山区创业一等

奖，第一。

2009年，“蔬菜全覆盖栽培根层灌溉节水技术及配套集成研究与示范”，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第三。

2011年，“华北灌溉农田减蒸降耗增效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主体。

2013年，“番茄系列品种选育与产业化”，获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主体。

2010年，“燕山山区科技引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典型示范”，获河北省山区创业集体一

等奖。

2007年，“优质多抗西瓜专用型品种选育与产业化研究”，获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主

体。

2003年，“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主体。

八、表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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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6年，灵寿县岔头乡大夫庄村委会授予“灵寿县岔头乡大夫庄村荣誉村民”称号；

2016年，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领导小组授予“全省美丽乡村优秀驻村工作组”称号；

2015年，崇礼县委、县政府“河北省农村面貌提升先进个人”称号；

2015年，河北省科技厅授予“河北省山区“双百”科技培训先进个人”称号；

2015年，民盟授予“河北省委员会优秀盟员”称号；

2015年，崇礼县狮子沟乡六号村委会授予“崇礼县狮子沟乡六号村荣誉村民”称号；

2015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1年，河北省科技厅授予“河北省“十一五”山区开发先进个人”称号；

2007年，迁安市人民政府授予“优秀专家”称号；

2002年，中央文明办、中国科协、铁道部授予“科普列车老区行突出贡献者”称号；

1993年，省山区技术开发办公室授予“山区开发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4年，元氏县人民政府授予“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2014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2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1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1年，河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所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0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0年，永年县人民政府授予“永年县科技经济顾问”称号；

2009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9年，河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所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9年石家庄市供销总社授予“石家庄市供销总社农业保险顾问”称号；

2008年，共青团河北省委授予“河北省农合组织青年领办人协会专家”称号；

2008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7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6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2年，省山区技术开发办公室授予“山区开发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3年，省山区技术开发办公室评为“山区开发先进工作者”

九、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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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设施蔬菜生产技术》由“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副主编。

1990年《河北省蔬菜品种志》河北省农科院，主编。

2010年“黄瓜种子萌芽期抗旱指数测定与分析”，“中国生态农业学报”第 3期，第 1

作者；

2016年“无土基质材料对作物生长及病害防治的研究进展”，华北农学报，第 1作者；

2010年“番茄种子萌发期耐旱性鉴定指标的研究”，“华北农学报”增刊，第 1作者；

2015年 “河北省设施蔬菜突发性灾害防控技术探讨”，“河北农业科学”第 1期，第 1

作者；

2010年“水分胁迫下黄瓜生理生化的变化与抗旱性的关系” ，“华北农学报”增刊，

第 1作者；

2012年 “茄果类蔬菜穴盘基质育苗的菌肥添加量研究”，“河北农业科学”第 1期，第

1作者；

十、制定标准：

1、 2010 年，“番茄节水型鉴定技术规范”，国内领先，第 1名

2、 2010 年，“黄瓜节水型鉴定技术规范”，国内领先，第 1名

3、 2009 年，“日光温室黄瓜、番茄节水灌溉技术规程”第 3名

十一、获得专利：

1、2012 年“一种用于膜下沟灌的灌溉辅助装置”获实用新型专利，第 2名。

2、2013 年“一种蔬菜叶片摘除收集装置”，获实用新型专利，第 2名。

3、2016 年，一种樱桃番茄无土基质造型盆栽方法，发明专利（已受理），第 2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