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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隆重庆祝建所三十周年

1 98 3年12 月2 4日
,

南京土城研究所邀请建所初期

现在宁的老一辈土城科学家
、

老干部
,

南京分院及兄

弟单位的领导和本所科技人员代表共 12 。多人
,

举行了

庆祝建所三十周年座谈会
。

大家欢聚一堂
,

以激动的

心情回顾建所三十年来所走过的曲折的发展道路
,

喜

看三十年来
,

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

总结经验教训
,

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

决心为四化建

设
,

为土壤科学的发展而努力
。

三十年的成就与经验教训

南京土壤所的前身是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

室 (成立于 1 9 3。年 )
,

解放以后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于 1 9 5 3年 5 月 1 1日正式批准建立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

所
。

当时全所只有 52 人
,

设备条件很差
。

由于党和政

府的重视
,

现在全所有 职 工拐。多人
,

其中科技人员

3 30 多人
,

拥有高级研究技术人员 51 人
,

中级研究技术

人员 2 33 人
。

全所分设十 四个研究室 (组 )
,

并初步明确

了各室 (组 ) 的研究方向和任务
。

研究条件大大改善
,

现有常规仪器 2。。。多台
,

大型精密仪器 37 台
,

图书 8

万余册
,

期刊 46 0多种
。

座谈会由党委书记石华主持
,

所长赵其国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
,

他指出
:

建所三

十年来
,

全所经历 T 1 95 3一 2 95?年和 1 9 6 1一 1 9 6 3年两

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
,

也经历 了十年
“

文革
”

的动乱

时期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全所经过拨乱反正
,

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

科研工作逐步走上正 轨
。

当

前我所已经初步建成为一个土壤学科 分 支 比较齐全
、

研究力量比较集中
、

研究手段和条件较好
,

并在国内

外有一定声誉的全国性土壤研究机构
。

三十年来
,

我所积极承担国家任务
,

针对国民经

济建设与土壤学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

在土

壤资源的开发利用
、

土壤改良与肥力培育
、

合理施肥
、

土壤学基础理论等方面共取得 261 项科研成果
,

获奖成

果87 项
,

其中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2 项
,

江苏省科学大

会奖 12 项
,

院
、

部
、

省级三等奖以上 14 项
。

编写 《中

国土壤》等科学专著近 40 本
,

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有

较高学术水平或社会经济效益的论文
、

报告5。。。余篇
,

编辑出版了《土壤学报》
、

《土壤》
、

《土壤学进展》
、

《土

坡专报》等学术期刊
。

在庆祝建所三十年取得的成就的同时
,

更应该看

到不足之处
,

总结经验教训
。

三十年的经验表明
,

要

办好土壤研究所
,

首先必须有稳定的科技政策和明确

的办所方向
。

土壤科学结合国家任务
,

不仅有用武之

地
,

而且学科能得到发展
。

当前土壤学科的发展仍较

缓慢
,

我们的科研成果很多还不够系统完善
,

不少学

科分支的理论水平还不高
,

有的还处于
“

经验
”

阶段
,

在我国振兴经济
、

实现 四化的新形势下
,

只有大力加

强应用研究
,

同时重视基础性研究
,

搞好科学储备
,

才

能为近期和中期的国民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

同时也为

我国土壤科学和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
。

三十年的经验还表明
,

要办好土壤所
,

必须进行

研究室 (组 )和课题的全面整顿与加强科学管理 ; 并在

此基础上建立和健全科研工作的岗位责任制
、

干部考

核制及其他制度
,

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

三十年的经验还表明
,

人才培养是办好土壤所的

关键
。

在当前人才老化
,

比例失调
、

结构不合理
、

知

识有待补充的情况下
,

我们更应该重视人才的培养
,

特

别是大力加强对青年的培养
。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在 回顾过去
,

展望未来的时候
,

我们首先应该感

谢党
,

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和江

苏省科委的具体领导
,

才使土壤研究所有今天这样的

规模
。

其次我们应该感谢为土壤所的建立
、

成长和发

展付出艰辛劳动和心血的老科学家
、

老干部
、

老 同志
。

特别应该感谢长期从事土 壤科学研究
、

兢兢业业为我

国土壤科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应亚 }
、

熊毅
、

李

庆述等土壤界的老前辈
,

他们既是土壤科学的开拓者
,

也是土壤所的奠基人
,

是我们的导师和学习的楷模
。

我们要学习他们热爱祖国
、

热爱社会主义
、

热爱

党的崇高思想 , 学 习他们毕生致力于 土壤科学与国民

经济建设的献身精神
;
学 习他们严谨的治学 态度和对

中青年成长的提携与培养
。

在座谈会上
,

德高望重 的熊毅
、

李庆遗等老科学

家相继发言
,

他们以激动的心情回顾建所三十年来的

艰辛过程
,

并表示要尽力支持中青年
,

寄希望于 中青年

科技人员
,

希望他们 团结协作
,

为 国民经济建设贡献

力量
,

使土壤科学尽快赶上和跻身于 国际土壤科学的

前列
。

赵其国所长表示
,

全所同志必须共同努力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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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决心
,

把我所建设成一个包括边缘学科在内
,

土

竣学科分支甚为齐全的
,

有近代技术装备 (包括电子

计算机
、

遥感技术
、

土壤信息系统 )
、

有坚实理论基础

与解决实际问题水平的
,

有大批德才兼备
、

理论与实

践经验丰富的干部队伍的
,

有 自己长期综合试验基地

的
,

并在国际 与国内真正建立起学术地位的
,

能为国

民经济建设及学科发展真正作出贡献的土 壤 研究所
。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都希望在庆祝建所四十周

年时
,

土壤研究所能取得 更大的成绩
。

(张达 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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