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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遗传学会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首场
2023年中国遗传学会植物遗传与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重庆成功召开

 

　　2023年5月28日，在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2023年中国遗传学会植物遗传与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学术研讨
会"在重庆西南大学成功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遗传学会主办，西南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国遗传学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植物遗传与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杨维才院士，中国遗传学会理事、植物遗传与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李加纳教
授，植物遗传与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左建儒研究员及各位委员，西南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夏庆友教授、
西南大学副校长王进军，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院长何光华、生物技术中心教授罗明等百余位师生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合影

　　这次会议不仅是学会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首场，同时也是学会植物遗传与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的盛会。研讨会开幕
式上，杨维才院士回顾了学会的发展历史、介绍了学会发展概况并且"欢迎大家加入学会，积极参加学会活动，建设好我们共同的科技工
作者之家"。杨维才院士、张立新教授、郑绍建教授、董爱武教授、宋纯鹏教授、田志喜教授、陈学伟教授、左建儒教授、陈立余教授、
马正强教授分别以"Gametophyte interactions in Arabidopsis "、"植物波动光响应的光合机制"、"STOP nutritional stresses"、"组
蛋白H3K4me1/H3K4me2修饰在植物中的功能"、"The novel components orchestrating grass stomatal development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豆科固氮演化探索"、"超长链脂肪酸调控真菌致病机制及病害防控"、"小麦再生的分子基础与转化效率提升"、"菠萝
基因组和克隆繁殖作物驯化"、"植物蓝光受体隐花色素CRY的功能和信号转导机理研究"为题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研讨会由西南大学夏
庆友教授主持，现场互动频繁、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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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后，学会植物遗传与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召开了委员会工作会议，会上杨维才院士给委员颁发了聘书，大家讨论了专委会的
相关工作，表示要积极组织开展学会活动，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
决策服务，提升学会影响力。

 
植物遗传与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会议现场

　　为了更好地"与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本次研讨会还结合西部科学城及西南大学特色，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
会""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种质创制与应用论坛"三个篇章串联起来，通过学术报告、论坛座谈、实地考察等形式，围绕植物遗传与基因
组学研究领域最新研究进展以及种质资源保护与应用、生物育种、绿色农业发展方面进行了充分热烈的学术交流，为促进"从科学研究、
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和推动"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而努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生物安全贡献智慧和力
量，展现了遗传学领域科技工作者心系国家、脚踏实地的科技报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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