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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创新扫描

山东农业创新剪影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做好

“三农”工作，是总书记此次调研的重要内容。他在

听取农业科研机构、基层干部等对“三农”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时指出，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

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他强调，要给农业插上

科技的翅膀，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

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

三年过去了，山东科技的“翅膀”越来越厚实，

使得这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如虎添翼。三年来，山东

着力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农业科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

方式转变，“十二五”末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

61.8％，高于全国水平 5 个百分点。汪洋副总理批

示充分肯定山东农业科技工作的思路做法，据此认

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基础的。

科技园区：翼展越来越广阔

虽然是隆冬时节，走进位于商河温泉农业科技

园的花卉温室，却是花的海洋。商河县可利用地热

资源量超过标准煤一亿吨，地热井口出水温60摄氏

度。利用温泉资源优势发展农业，既高效又节能减

排。2015年，商河县温泉主题的特色农业科技园先

后被批准为省级、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入园企业乡村绿洲公司总经理叶秀芹告诉记

者，传统煤炭供暖每平方米成本 61元，用地热仅为

16 元，这为企业冬季生产节约大量成本。这家专

业培植销售红掌的花卉企业，入冬以来每天有

2000 多盆红掌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指着温室旁边

刚刚建好的科技楼，叶秀芹说，公司年产红掌 110

万盆，但 70%来自荷兰进口的优质组培苗。目前正

在省市科技部门的支持下组建自己的研发中心。

“不仅要用自己的组培苗，还要争取出口到国外

去。”

商河温泉农业科技园目前已入驻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47 家。温泉花卉、温泉种苗、南果北引、

温泉蔬菜、温泉养殖、温泉观光旅游等六项产业规

模不断壮大。15 家企业与山东省农科院、山东农

业大学等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引进高层次人才

23人。园区还建有市级涉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

家，园区企业申请专利 121项，授权 88项。

这只是山东农业科技园区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山东加快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步伐，现有国务院批

准建设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科

技部等批准建设的19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数量居

全国首位；省政府批准建设的12个省级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省科技厅、财政厅联合批准建设的

111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到去年底已经实现全省涉

农县区的全覆盖，初步形成了省级农业科技园—省

级农高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农高区四级联

动、梯次升级的农业科技园区体系。

在农业科技园区连续 7 年写入了中央一号文

件的背景下，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力强化

该项工作。省财政 2015—2016 年已投入 1.2 亿元，

对所有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每个给予不少于

100 万元的引导经费支持；编办、发改、住建、国土

等部门对农业科技园区管理机构、规划、建设用地

等给予了大力支持。遍布全省的科技园区就像“翅

膀”的翼展，覆盖了齐鲁大地。近日，中国农学会农

业科技园区分会发布了 2016年中国农业园区十件

大事，其中山东独中两元：科技部徐南平副部长点

赞山东农业科技园区体系建设先进做法；第二个国

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黄河三角洲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立大会去年 11 月 4 日在东营

市召开。作为全国第一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寿光

市正集成设施蔬菜、水肥一体化、蔬菜种业研发、果

蔬品种权交易等高端农业科技和产业优势，积极创

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四大工程：筋骨越来越强壮

“小风沙眯眼，大风沙打脸，小雨地返碱，大雨

砸饭碗。”几句民谣道出了昔日黄三角盐碱滩涂的

贫瘠荒凉。垦利县永安镇二十八村的张军说：“前

些年谁愿意种地啊，白给都不种！”2012 年“渤海粮

仓”科技示范工程启动，张军尝试性地承包了 100

亩稻田，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亩产达到 550公斤，

真正尝到了科技的甜头。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以突破土壤盐碱瘠

薄和淡水资源匮乏约束为重点，围绕改盐增粮、节

本增效主题，深入挖掘盐碱地粮食增产潜力，综合

应用耐盐良种、生物菌肥和智慧稻草人等科技成

果，在成功实现含盐量 0.3%盐碱地大面积种植粮

食作物的基础上，制定了 19 项滨海盐碱地作物种

植技术规程，其中 6项已作为山东省地方标准正式

发布，基本建立了滨海盐碱地标准化作物种植技术

体系，真正做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工程示范面积由 2012 年的 1 万亩增加到今年

的 100万亩，2015年粮食总产 5.7亿公斤，净增粮食

4.3 亿公斤，净增经济效益 1.5 亿元，有 10 万多亩盐

碱地实现了“吨粮田”。2015 年 5 月 23 日，国务院

副总理汪洋在山东调研时对“渤海粮仓”科技示范

工程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寿光蔬菜闻名全国，而在光鲜的背后，“没有自

己的好种子”也曾让寿光汗颜。在省农业良种工程

的支持下，寿光近年来着力提升蔬菜产业科技水

平，已建、在建的研发中心达 13 家，培育新品种 46

个，种苗年繁育能力达到 14亿株，国产蔬菜新品种

市场占有率达到 66％。鲁盛公司牵头培育的京鲁

3 号等番茄新品种，在品质和产量上都不输洋种

子，而且每粒种子还便宜两毛钱。

农业良种工程作为山东农业科技的重要抓手

已连续实施愈 20年，累计审（认）定品种 1547个，良

种覆盖率达到 97％。省农科院赵振东院士培育的

“济麦 22”种植面积连续 7年蝉联全国第一，累计达

2.35亿亩，增加效益 230多亿元；登海种业已 7次创

造国内玉米高产纪录，2 次创造世界夏玉米高产纪

录；希森集团培育的“希森 6号”等功能性马铃薯品

种完全替代了洋品种，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

实施已输出到哈萨克斯坦。

山东近年还推出了精准农业科技示范工程，围

绕农业信息化、现代化发展方向，集成应用传感、大

数据、物联网、地理信息系统、良种、测土配肥、水肥

一体化、微灌、绿色加工等先进技术手段，突破高效

节水、节肥、节药、节能、节地等关键技术，加强农业

大数据技术创新与应用，建立起大数据采集系统和

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动态监测、即时分析和预测

预警支持，推动了农业全产业链条精准化控制管

理。

“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探索了 4 套黄淮海区域

性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初步实现了单纯高产向

高产高效、局部高产向大面积均衡增产转变，“十二

五”以来累计示范面积 2250 万亩，增产小麦、玉米

400余万吨。

互联网+：羽翼越来越丰满

山东雷沃重工是国内最大的农机企业，也是全

国唯一的可提供现代农业全程机械化智能解决方

案的企业。在科技部门支持下，雷沃重工建立了农

业机械技术创新中心，搭建起“中国+欧洲+日本”

全球技术创新体系，拖拉机等产品出口连续多年行

业第一。去年 10月 26日企业发布了国内农业行业

首个智慧农业解决方案—阿波斯智慧农业解决方

案,架起沟通一二三产业的桥梁，促进了农业产业

水平的全面提升。

而在鱼台县，借助云农场互联网农业科技服务

平台实施在线预订农机服务、病虫害无人机飞防等，

实现了农机供需的精准对接，农机投入费用由原来

的每亩平均170元降至140元，亩均节省30元。

在互联网大潮袭来之际，山东科技部门认识到

这是提升农业科技水准的一个巨大契机。把农业

信息化建设纳入与科技部省部会商的重要内容，提

请成立了以省长、分管副省长为首的信息化示范省

建设领导小组。坚持科技支撑、重在应用，组织实

施了精准农业等关键技术研发，建设了农村信息化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创新平台。省科技厅每

年平均拿出 3000 多万元支持农业信息化技术研

发。

科技部门依托圣丰种业、联想集团打造的云农

场服务平台建设云农业科技园，为实体农业科技园

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层农民等提供农资电商、

农产品定制与交易、农村物流、农技服务及农村金

融等全方位定制化服务，以信息化推进农业现代

化。全省共建设云农业科技园县级服务中心 121

个、村级服务站点 8600 多个，新增注册用户 12 万

个，通过云农业科技园网络平台购买农资 10万笔，

累计交易额 2.35 亿元。临沂金正大与中国农业产

业发展基金等共同打造了“农商 1号”农资电商平

台，整合国内农技专家资源，借助互联网与农民开

展面对面、点对点互动，打造了“互联网+精准制

造+一站式营销+专业服务”协同发展的农资 O2O

模式。德州凯盛浩丰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引进

国际前沿的智能温室技术，建设了占地 1154 亩的

“智慧农业大棚”，运用大数据指导生产和销售、全

程可追溯，实现了符合全球良好农业标准认证

（Global GAP）品质蔬菜的批量化生产。

以实施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带动黄河三角

洲绿色开发，山东还建立了 85个站点、40项监测指

标体系的农业大数据平台，完善了数据自动采集、

加工分析、监控预警、决策服务和效益评估，目前已

发布各类服务信息 180 余条。围绕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蔬菜、水产等优势产业，在 1000 个蔬菜大

棚、300万平米水产养殖场、200余个规模化畜禽设

施养殖场推广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实现了生产环

境关键数据的实时监控、现场采集、无线传输、智能

处理以及智能控制。

山东把推进信息化建设与农业主导产业深度

融合，选择蔬菜、畜禽、水产等十大优势产业，以完

整的产业链条作为服务对象，开发建设了 20 余个

专业化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了 2000 多个示范站

点。有效整合各产业链条优质资源，完善了产前、

产中、产后全程专业化服务，服务范围覆盖山东，辐

射全国。寿光蔬菜视频医院通过远程视频诊断，指

导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上千个蔬菜种植大户，形成

了全国闻名的蔬菜产业服务品牌。新建的果蔬种

权与产品交易平台，将产品、种权交易与电子商务

相结合，使寿光成为国内最大的蔬菜种苗集散地，

全国 60%以上的蔬菜种子、种苗源出于此。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山东省依靠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新突破

责
任
编
辑

刘
园
园

本版图文由本报山东记者站提供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考察寿光市农业科技工作

山东省副省长王书坚（中）出席STS计划二期工程合作备忘
录签字仪式

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中）视察农业科技企业

2014 年，中科院启动实施了面向地方经济社

会主战场的科技服务网络（STS）计划，山东省迅速

主动对接，成为全国第一个在农业科技领域与中

科院合作的省份，共同实施并承接了首批 8个 STS

项目的落地转化。中科院集成全院 17 个研究所

相关科研力量，投入经费 3430 万元；山东省组织

相关专家团队、合作企业广泛参与，省市两级财

政、有关企业配套资金 5035万元。去年 8月，双方

合作对 STS 计划一期工程项目进行了评估验收。

从验收情况看，这些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山东重点

领域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打造了一批院省合作

“好学、好看、可复制、可示范”的样板。对此汪洋

副总理亲笔批示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期项目研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

120 多项，制定标准、技术规范 50 余项，示范推广

50 余万亩，累计实现经济效益近 100 亿元，为山东

乃至全国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示范样板。其中，

滨海盐碱地专用肥料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推广应

用新型专用肥料 201.3万亩，增产粮食 7515.8万公

斤，农民增收 1.34亿元；山东半岛重要海产品良种

生态养殖与高值化产业链示范项目，集成分子生

物育种等高科技手段，强化技术规范、标准等制

定，推进了半岛对虾、刺参、贝类等高端海产良种

的扩繁，研发推广的“藻、贝、参、鱼”生态循环、立

体养殖技术模式，显著提升了养殖区域海水质量，

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滨海盐碱地高耐盐经济植

物筛选与规模化繁育项目，筛选出了 60 余种耐盐

经济植物在 10个省区推广 30多万亩，产生直接经

济效益 3 亿元；生猪生态高值化养殖技术集成与

示范转化项目，通过建立生态高值化生猪养殖体

系，全省生猪养殖重金属排放量降低 30%，铜排放

量年减少 0.72 万吨，锌排放量年减少 5.7 万吨；山

东省主要设施蔬菜绿色安全种植及保鲜技术集成

与示范项目，减少化肥使用量 20%以上，蔬菜增收

20%—30%。

在全面总结 STS计划一期工程合作经验基础

上，中科院与山东省又签署了 STS 计划二期工程

合作备忘录，“十三五”期间将重点围绕山东农业

发展需求，研究攻关农业科技制约瓶颈，中科院科

发局日前已确定了 7 个创新项目，采取中科院组

织论证立项支持，中科院院所、山东产业承接单位

双主持模式，联合投入、共同实施。

院省合作助推山东农业科技上新台阶

上图 寿光农高区设施蔬菜水
肥一体化示范项目一角

下图 东营农高区山东美奥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食药用菌智能化
生产加工产业示范项目

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听取黄三角农高区建设汇报

山东省委副书记龚正（中）考察寿光农业科技园区

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伟（右四）在黄三角农高区成立大
会作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