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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北方稻区，一提起“辽盐”和“雨田”系列水稻品种，农民都赞不绝口。这些
品种使他们连年获得高产，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辽盐”系列水稻新品种被国家有关
部门列为“九五”期间重中之重的推广项目，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许雷培育的水稻

新品种已在我国北方适宜稻区累计推广种植1.3亿多亩，增产稻谷70亿公斤，增收100多亿
元。许多农民从著名水稻育种专家许雷那里不但获得了“辽盐”新品良种，还学到了优质
高产水稻的栽培技术，踏上了致富路。  

  从事水稻、旱稻育种及栽培研究的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辽宁省盘锦市委员会副主
委许雷，多年前，针对水稻育种周期长、成功率低等难题，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在总
结前人育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人工选择理论”，创造出“性状相关选择法”，对达尔文

进化论有了新的发展。常规育种需要8－10年，而用许雷的方法只需3年。他应用快速育种

法，先后主持选育出生产应用的辽盐系列水稻新品种（系）24个，特种稻新品种（系）10
个，雨田系列水稻新品种（系）25个，辽旱系列旱稻新品种25个。其中有2项成果获国家

重大科技发明奖，6项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许雷主持过多项国家和省部级水稻、旱稻
重点课题，先后选育出多个新品种，为我国水稻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科研成果曾多次
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许雷常说，科技工作者就是一只会生蛋的母鸡，只有多生蛋，才能为人民多做贡献。

1995年，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新品种推广为己任的许雷走出研究所，创办技农贸一体化
的民营农业科技企业，把科研和推广、科技服务有效地结合起来。由他创办的盘锦北方农
业技术开发总公司，经过多年艰苦创业，现已形成了选育、扩繁、推广、销售为一体的种
子产业化框架。许雷不辞辛苦到田间地头为农民进行技术指导，传播水稻新品种栽培技
术，东北、华北和西北稻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使贫困地区和边疆地区农民尽快脱贫，

许雷将他培育的良种免费赠送、邮寄给那里的农民，累计达60多万公斤，价值近百万元；

他还给北方稻区农民免费提供了50余万册技术资料。许雷每年接到各地农民询问栽培技术
的信件数千封，他都尽力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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