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东西北 12个地市，面积约占全省的七成，人口接近

500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份，却长期处于欠发达

的状态。如果把粤东西北看作一个整体，其人均 GDP 将

排在全国倒数第 4位。在珠三角耀眼的光环之外，粤东西

北却形成一圈“灯影”，落后于周边省份的相邻市县。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曾表示：“粤东

西北发展起来了，广东的经济就有了两个发动机，才能全

面增强我们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巩固华南地区区域经

济中心地位。”

近年来，广东省科技厅围绕粤东西北地区经济振兴

发展、主导产业做大、基础设施升级、城区扩容提质、民生

福祉改善、生态环境优化等目标任务，努力提升科技支撑

粤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明确需求 倾斜支持

省科技厅通过深入调研，召集粤东西北 12 地市科

技局长座谈会，听取各地市现阶段主导产业发展情况

汇报及其发展的科技需求，研究制定《科技创新促进粤

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专项实施方案(2014—2020 年)》，

明确在科技计划资金方面、政策扶持方面对粤东西北地

区振兴发展给予支持。随之下发了《关于征集 2014 年

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科技计划项目建议的通知》，向

12 个地市征集地方“一把手工程”项目。理清各地区产

业发展及科技需求，梳理出各市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的意见和政策建议 20 条，征集各市需省统筹

推进的“一把手工程”项目 69 项。科技厅认真研究各地

市提出的意见建议，对于政策有明确规定可以办理的，

由分管业务处室抓紧落实；对于条件尚不成熟，要求各

处室加强指导和培训，协助有关地区开展工作。做到

“条条有反馈，件件有落实”。

经过多方沟通与努力协调，科技厅 2014 年下达到粤

东西北地区的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共计 2.4 亿元，占省科

技厅年度科技项目计划总经费的 20%，经费的下达有

力促进了该区域优势特色产业的健康发展；2014 年科

技 厅 5 大 科 技 专 项 中 全 部 设 立 粤 东 西 北 地 区 相 关 专

题，倾斜支持粤东西北地区科技计划项目，如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新设“粤东西北创新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农业领域设立专项支持在粤东西北地区开展的动植物

重大疫病防控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专题、设立粤

东西北高新区引导专项等。同时要求，粤东西北地区

项目与珠江三角洲地区项目立项时差别对待，相对提

高粤东西北地区项目的立项比率；加大科技与金融结

合力度，以粤科风投集团为平台，积极与粤东西北地区

政府合作，构建科技小额贷款和科技融资担保业务等

网络，带动金融资金共计 2 亿元以上，有力地促进了粤

东西北地区创新发展。

整合资源 真抓实干

科技厅通过整合科技资源，实施省重大科技专项、促

进产业集聚、培育发展高新区和专业镇等措施，加快推进

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发展。

2014 年科技厅投入资金约 4.5 亿元实施“干细胞与

组织工程”等 9 大重大科技专项。汕头、阳江、潮州、揭

阳等市已与科技厅签订了重大科技专项合作框架协

议，共同推进该地区干细胞与组织工程、云计算与大数

据管理技术、新能源汽车电池与动力系统等科技产业

方面开展合作。

对于产业集群项目投资规模达到 10 亿元以上，发展

潜力巨大的给予支持。支持河源高新区建设“广东省通

讯终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打造手机创新型产业集群。

支持清远高新区推进日本科技产业园建设，培育新材料

产业集群。推动广东粤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韶关

高新区管委会签署“粤商特种材料创新园”项目投资建

设。设立粤东西北高新区引导专项，目前已资助粤东西

北地区的优秀项目超过 1亿元；汕尾高新区获得省政府批

准成立，至此，粤东西北地区 12个地级市现已全部建成省

级高新区；支持河源市、清远市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

区，建设工作得到科技部肯定。

明确粤东西北地区专业镇产业定位，做好具有地方

特色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规划，形成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

区建立以专业镇为平台的对口合作帮扶机制，建立专业

镇升级转型示范区，不断推进粤东西北地区专业镇转型

升级。2014 年，新培育认定粤东西北地区 13 个镇为省级

专业镇，占 2014 年新增总数的 65%，全省专业镇中，粤东

西北地区专业镇占比达 59%。

出台了《2014 年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创新发展重点

行动》和《科技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建立了韶关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与中国银行韶关

分行签署了科技金融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向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推行“科技通宝”金融创新产品，已成功为 3家科技

型企业取得融资；推动揭阳市获批为“广东省金融·科技·
产业融合创新综合试验区”。在云浮高新区建设科技金

融服务中心，目前已投入营运服务。

实现粤东西北 12 个市省级农村科技园全覆盖，其中

河源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升格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重点

攻克了一批粤东西北农业发展共性关键技术，取得一批

优秀成果。依托粤东西北地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不断扩大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应用范围。

优化环境 提升条件

在粤东西北地区新建省级重点实验室 7 家，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 33 家，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 12 个，创新

驿站 8 个，孵化器 3 家，为粤东西北地区提供更加广泛的

科技服务；在粤东西北地区实施“扬帆计划”，完成首批

“扬帆计划”12 个引进团队合同签订工作，4500 万省财

政经费已拨付到位。第二批“扬帆计划”有来自省内外

41 个创新科研团队 217 名高层次人才踊跃申报。省自

然科学基金“粤东西北创新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共培养

高端科技人才 50 名。对粤东西北地区科技干部和科技

人员实施专项培训，共培训 200 人。选派个人农村科技

特派员近 1000 名到粤东西北开展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和

成果的推广应用。

着重改善粤东西北地区医疗条件。目前，“十百千

万工程”在粤东西北地区的 88 家医疗机构开展基础医疗

器械配置、远程健康检测服务等；科技惠民计划项目已在

兴宁市和蕉岭县的 10 家医院配置了彩超和 DR 各 9 台，

完成粤东西北 6 个县市的远程医学技术网络系统，20 家

医疗机构示范应用了远程健康监护服务体系；争取了

1762 万元扶贫“双到”资金帮扶东源县下围村，村集体上

升到 10.6万元，贫困户脱贫率达到 100%。

科技厅与省林业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建设粤北

山区和环珠三角外围生态屏障、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

提供科技支撑；设立资源与环境指南专题，加强环境保

护、资源集约利用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完成了丰顺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验收工作，在粤东西北地区开展的可持续发

展实验区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粤东西北地区乃至

全省的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指导粤东西北地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科技项

目管理“阳光再造工程”，共新制定项目管理规定 8 个，修

订完善 15 个。完善科技计划信息公开、专家管理责任追

究等制度，出台了项目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立项管理办法

等涵盖科技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推动全省尤其是粤东

西北地区科技项目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更利于粤东西

北地区科技项目的立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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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科学技术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发《关于印发<边

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

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广东省科技厅联合省财

政厅、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省委组织部、省扶贫办，

共同推进“广东省‘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

划”(下称‘三区’人才计划)工作，围绕“三区”发展的技术和

人才需求的具体情况，统筹推进“三区”各类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制定了“广东省‘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

计划实施方案”。通过成立对口科技援助办公室和领导小

组，统一管理，分类协调，省科技厅对口科技援助工作有领

导，有组织，有管理，有计划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多批科技人才接受了专业培训，成为散播在受援地

区的科技火种。

2010—2014 年援助地区共有近 10 批科技管理人员

及技术人员赴粤参与培训学习，总人数 100 多人，分别参

与了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科技

管理干部研修班、花卉培训班、食用菌培训班等以科技管

理和产业发展为主题的培训活动。这些学员扎根于农牧

区，服务于受援地区的科技与经济发展，通过培训学习成

为当地科技创新引领者，带动了更多农牧民普及科学知

识、增强科技创新意识。

援助地区科技基础条件明显改善，科技工作加强了

硬件保障。

省科技厅先后援助林芝地区科技局购置工作用车、修

缮及装修培训大楼，大大改善了林芝地区科技局工作条件；

通过项目资助、联系相关单位进行物资捐赠等方式，重点解

决了喀什地区办公用车、办公设备更新等相关硬件问题，提

高有关单位的工作效率，推进当地科技部门工作实现信息

化、现代化建设；由省科技厅直属单位援建的疏附县科技馆，

以“传承科技 启迪未来”为主题，展馆面积300多平方米，推

动了当地科普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创新体系已现雏形，科技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林芝地区花卉资源研发中心、林芝地区食药用菌科

研基地等技术研发及推广机构，喀什生产力促进中心等

科技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提高了当地科技创

新能力和科技服务能力；广东信息直通车工程开进新疆

喀什，成为了喀什农业企业和农业特色品种生产技术服

务和宣传展示窗口。受援地区科技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科技创新体系逐步搭建，已现雏形。

科技援助项目成果突出，科研成果产业化效益明显。

通过“甜玉米育种与种植加工”“西藏林芝地区易贡

茶场茶叶提质增值技术研究与示范”“蝴蝶兰优良品种育

苗技术优化及在西藏林芝地区的应用研究”“西藏林芝地

区食药用菌人才的培养及资源调查”“广东经济作物新品

种在新疆喀什及西藏林芝的繁育与示范等项目的实施”

等一系列科技援助项目，围绕援助地区现代农牧业等重

点特色产业，突破了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大力推进科研

成果产业化，培育了甜玉米、藏茶、食用菌等一批区域性

的优势特色产业，显著提高了农牧民增收致富的能力，为

实现当地农牧民由贫困向全面小康的跨越发展奠定了科

技基础。

对口科技援助工作社会关注度日益提高，形成合力

援藏援疆的社会氛围。

近年来，省科技厅通过成立对口科技援助专家委员

会、科技援助项目支持等方式，团结了包括科研院所、医

疗研究机构、培训机构、与受援地区产业发展相关的企事

业单位、热心于对口科技援助的社会各界人士等，参与对

口科技援助的单位和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全省科

技工作者合力支持西藏、新疆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并初

步形成了双向受益、互利共赢的机制。

随着对口科技援助工作的不断推进，受援地区的科

技基础不断夯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含

量不断提升，受援地区对科技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科技进

步和创新已经成为受援地区持续快速发展的“筋骨”。

广东：对口科技援助结硕果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

直接关系到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否走出实验室，形成现实

生产力，进而成为社会发展转型的推力。2012 年中央一

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

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要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

入，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科技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熟化农业科技成

果，近年来，广东省科技厅通过多项举措，大力推进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

广东省自 2001 年承担实施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并于 2012 年设立了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资金，实现了与国家资金的联动。近三年来，全省共资

助成果转化项目 113 项，资助金额 6060 万元，重点支持

了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农产品加工、农业装备、植

物保护、生物技术与产品等一批项目的成果转化，带动

和引导了大量社会资金向农业的投入，加速了我省农

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产业规模迅速壮

大，竞争力快速提升，农民增收不断加快，成效显著。

通过近三年项目的实施，累计带动经济效益 30 亿元，开

发新品种、新产品 54 项，获得国家专利 123 件，培养人才

3700 人次。

此外，省科技厅还设立农业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

应用示范专题，支持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示范。重点

支持植物安全高效种植、动物高效健康养殖、优势特色

农产品加工、食品安全生产以及农业生态保护与修复

等四个方面的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逐步集成一

批农业产业关键技术并在粤东西北地区应用示范、建

立一批区域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以及壮大一批农

业龙头企业，通过关键技术示范推广后获得良好的社

会经济效益。

粤多措并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本项目由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承担。项目利

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方法（MAS）和基于计算机的遗传评

估体系（BLUP），培育出优质、高效、抗应激的瘦肉型猪新

品系，并筛选和优化高效四元杂交组合配套系。利用

PCR、RT-PCR 等检测技术对猪重要疫病病原如猪圆环

病毒、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副猪嗜血杆菌等进行重大疫

情预测、预报。建立了快速振动和疾病预报体系、形成瘦

肉型猪安全健康养殖关键技术体系、低污染低损耗高效

生态养殖技术体系、安全优质猪肉屠宰加工技术体系、肉

制品质量控制方法及 HACCP体系，形成了一套适合农产

品加工发展推广新模式和新机制。

本项目培育的四元杂交配套肉猪，繁殖性能明显改

善，饲料转化率大大提高，出栏肉猪达 100kg日龄 152天，

料肉比 2.38∶1、保育上市正品率 97.25%，产活仔数平均

11头，均达国内先进水平。

项目执行期内，取得授权专利 5 件（其中发明专利 3

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项，获猪流感疫苗临床试验批文1

个，广东省名牌产品2个。发表论文56篇，专著1部。举办

培训班 80余场，培训人员 3600多人次，培养人才 80多人，

新增就业600人，带动农户800多户，带动农民增收6000多

万 元 。 累 计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67797.3 万 元 、累 计 净 利 润

10598.1万元、缴税186.2万元，出口创汇3302.6万美元。

项目通过“研究所＋中试基地＋公司＋养殖户”产业

化推广模式进行本项目技术和产品的示范和推广，探索

出一条成功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开发、科研与大规模生产

紧密结合的成果转化路子，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通

过全程的生产管理控制，农民工人化和废弃物的集中处

理，确保畜产品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农民素质提

高，推进农民生态环境的改善，为解决了“三农”问题提

供基础。

为了整合科技资源，攻克广东优势和特色农业产

业共性和关键技术，培养一批农业科技创新高端团队

和人才，进一步支撑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省科技厅

于 2011 年启动广东省农业科研团队专项。农业科研

团队遵循自主创新、重点突出、资源整合、人才整合、优

势互补、联合攻关的原则，依托省内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组建，鼓励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参与，针对广东农

业产业的共性关键技术需求，开展有系统、有层次地的

联合攻关。截至目前共设立“广东省生态农业共性关

键技术研究团队”“主要粮食作物(水稻)抗性育种技术

研究”“广东省旱地作物品种改良技术研究”“广东省农

产品安全预警与追溯技术研究”等 33 个团队，合计投

入 4000 多万元，项目涵盖果蔬加工、农业生态、畜禽病

控、蔬菜育种、有害生物控制、水产检测、食用菌培育等

技术领域。

广东农业科研团队专项实施四年来，在新品种培育、

产品改良、新技术研发、新装备研制、成果示范应用等方

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团队选育的“广菜薯 3 号”通过国家

鉴定、育成“红桃蝴蝶兰”等 100多个新品种通过广东省品

种审定，发表文章 300多篇，申请专利 100多项，研发技术

规程和标准 10套。广东农业科研团队的组建为实现省特

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突破和农业科技人

才培养，提升广东特色优势农业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

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中以廖明教授为首席执行专家的人兽共患病预防

与控制团队致力于重大动物疫病和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

的病原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防控制

剂开发及其产业化关键工艺、防控关键技术集成应用等

四个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团队共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

项目 200 多项，在国内外发表的高水平论文近千余篇，主

编全国教材、专著 30多部，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在内的科研奖励 21 项，教学成果奖励 2 项，发明专利 4

项。其中“H5N1 亚型禽流感灭活疫苗的研制及应用”的

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关于 SARS和高致病性禽

流感的研究分别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

最近，该团队在 H7N9 亚型禽流感诊断方法和综合防控

技术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已经分离鉴定了数十株 H7N9

亚型禽流感病毒，并进行了 20 株病毒全基因序列的测定

及分析，完成了部分分离鉴定的 H7N9 亚型禽流感病毒

的生物学特性研究，经利用其他病原作为研究对象，建立

了相应检测方法的技术平台。

以陈友订研究员为首席执行专家的优质高产抗病杂

交稻新品种选育与应用团队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

究所、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等单位

的 15 名专业骨干研究人员组成。近年来，团队先后育成

天丰 A、五丰 A 和荣丰 A 等近 20 个杂交稻不育系通过

省鉴定，育成广恢 3550、广恢 998 等 10 多个优良恢复

系，并利用其组配育成天优 998、天优 3618、五优 308、淦

鑫 203 等大批杂交稻新组合，其中天优 998、天优 122、五

优 308、天优 3618、五优 615、淦鑫 203 等被农业部认定为

超级稻，团队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7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

10 篇。团队在优质高产抗病杂交稻新品种选育与应用

方面的研究与大面积推广应用，为广东杂交稻的发展和

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元杂交肉猪四元杂交肉猪

■典型案例① 四元杂交肉猪生产与肉品加工技术集成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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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② 广东农业科研团队专项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