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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深入联合三地

农业科技优势，整合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结合已有

各级平台，搭建区域协同创新平台，促进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的有机衔接与融合，实现区域内农业科技创

新资源的统筹、整合、共享和优化配置，加快推进技术

的创新、集成、熟化，支撑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发展。

这一年，联盟围绕京津冀区域农业功能定位和重

大科技需求，设立京津冀区域协作创新专项，部署启动

区域创新项目，促使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农科院等

涉农科技单位围绕区域关键共性问题开展协同攻关，

取得一批科研成果，并在河北中、北部地区转化应用。

这一年，联盟始终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结

合北京农业科技丰富的创新资源、天津农业研发突出

的转化能力、河北省承接先进农业技术转移的潜力优

势，整合力量、科学谋划，初步构建了“借力京津、对接

河北”的创新驱动格局与成果转化阵地。

——砥砺奋进中，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实验

室成立大会在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联盟投入 150

万元资金支持“京津冀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合实验室”

“京津冀农业资源环境联合实验室”“京津冀果蔬有害

生物绿色防控联合实验室”率先挂牌。

——自力更生中，利用自有资金设立京津冀区域

协作创新专项。联盟支持启动精品蔬菜安全生产与供

应科技攻关与示范等协同创新类课题 37 个，在蔬菜安

全生产、果品安全生产、禽类安全生产等 14 领域开展

项目研究，投入经费达 3500余万元。

——推广应用中，围绕“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带建设”等工作任务主动谋划。联盟组织成员单位建

设生产示范基地 37 个，联合展示示范新技术、新品种

100 余项，先后与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保定市、唐

山市、沧州市、邯郸市等地开展科技对接，搭建平台，推

进玉米、蔬菜、水产、林果新品种、新技术在京津冀地区

的转化落地和推广应用。

——未雨绸缪中，依托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等研究项

目提前布局。联盟围绕环首都农业科技示范带建设、科技冬

奥、区域农业调结构转方式等重大任务，聚焦创新重点，先后

联合开展前沿性、基础性、关键性项目协同攻关数20余项，

有力的支撑了区域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的示范应用。

——互利共赢中，成员单位间委托开展科学研究。

联盟发挥不同创新主体之间产学研优势，搭建项目合作

平台，促进联盟成员间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应用。

新的一年，联盟将围绕机制创新、平台搭建、团队建

设、资源共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联盟运营等重点任

务制定联盟建设总体规划。

新的一年，联盟将根据区域农业功能定位和重大

科技需求，凝练一批前沿性、基础性、关键性重大科技

项目，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支持，提升区域农业科技原

始与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成果转化落地。

新的一年，联盟将发挥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平台

的作用，开展联合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交叉性

创新团队的建设工作。

新的一年，联盟将依据联盟成员单位的国内外学

术交流工作基础和优势，开展宏观性、领域性、专题性

学术交流活动。以学术交流为抓手，开展科技创新文

化建设，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鼎新力行、务实合作，深耕区域协同创新
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一周年综述

何 亮

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积极推进与河北科技

合作，发挥科技优势，聚焦崇礼农业发展，助推地方农

业产业提升、农户脱贫。

推动在崇礼开展特色养殖，助推精准扶贫。在

崇礼开展北京油鸡生态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

与石嘴子乡的绿色田园禽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

展的北京油鸡养殖示范推广工作， 饲养父母代种

鸡 10 万套；与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精准扶贫驻村工

作组合作，共同在崇礼区清三营乡朝阳村开展了

北京油鸡养殖，带动 15 户贫困户脱贫，每户增加收

入 5000 元。

推动崇礼蔬菜产业提升和设施农业发展。与崇

礼众合蔬菜专业合作社合作推广农业云平台，示范推

广双向视频咨询诊断系统、物联网农情监测系统等，

实现蔬菜大棚的远程视频诊断与农技咨询服务；通过

智农宝等电子商务平台辅助合作社的蔬菜产品进行

网上宣传、销售；在山亚湾基地开展蔬菜新品种展示

和技术服务，示范橙星 2 号彩椒、迷你 5 号黄瓜、紫冠

1 号油菜、京丹绿宝石 2 号番茄、京研快菜 2 号等稀特

蔬菜新品种 39种；在崇河农业开发公司，按照绿色生

态的农业发展方向，建立了尾菜废弃物无公害、资源

化处理的循环利用模式与一体化智能装备系统，提供

了从尾菜废弃物到灌溉施肥原液、有机肥的无公害、

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的综合解决方案，提高了崇河农

业开发公司有机蔬菜种植的科技含量，并为 2022 年

冬奥会优质蔬菜供应提供了技术储备，使该地区有机

农业水肥管理实现了一体化、自动化和远程化，推动

了有机农业现代化发展。

联盟助推河北崇礼
开展农业科技合作和精准扶贫

蒋秀娟

从中央到两市一省，聚焦“一张图”，展开“一盘棋”，上下同心，主动作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新首都经济圈扬帆起航。

从一个大战略到三地细谋划，关注“总动员令”，执行“顶层设计”，一幅描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绚丽画卷徐徐展开。

京津冀农科互助，打破区域局限，一张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蓝图，正从梦想走进现实。

京津冀农科发展，推进经济建设，执行国家战略，让区域发展驶入“快车道”。

记者：去年 6 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牵头组建了京

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当时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又

有什么意义？

李成贵：京津冀在国家版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区

位，是京畿重地。作为本区域的农业科技创新主体，我

们深切地感到，最近几年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形势正

在发生重要变化。一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

国家战略，为区域内农业科技资源的整合集聚和优化

配置提供了历史机遇。再则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特别是去年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带来了创

新环境的日益优化。

但我们也深知，面对新的形势和机遇，传统的科技

要素布局及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还不能与此适应，存

在不少弊端。京津冀三地有众多的农业科技创新主

体，每一个主体都有其比较优势，甚至有不错的竞争力

和成长性。但从整体上看，也存在封闭和分散的现象，

存在分割与重复的状况，存在信息不对等，交流不充

分，合作不深入的问题，从而影响区域整体农业科技创

新能力，尚不能有力有效地承担起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提供科技支撑的责任和使命。

因而，为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

新要求，京津冀农业科技界迫切需要拓展合作的广度

和深度，创新合作的方式和机制，需要在合作、协同、融

合中盘活存量，创造出增量，形成规模效益，实现区域

内科技资源的统筹、整合、共享和优化配置，打造成为

一个目标同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成果共享的区域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共同体。

记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联盟在推进科研

创新和成果转化有哪些举措，如何实现三地一体化融

合发展？

李成贵：一是搭建区域协同创新平台。联盟分别搭

建了信息资源、成果资源、人才资源共享平台，专业领域

科技创新平台，专业学术交流平台等区域创新平台。

二是部署启动区域创新项目。联盟利用自有资

金，依托国家、地方科技计划和成员单位科技项目，开

展区域科技创新工作。如在北京的大兴、顺义，河北的

承德、张家口、保定等地建立了示范基地，示范了果

菜、叶菜类等 20 余个品种。由北京院营资所主持，联

合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天津环保所、天津农业资环

所、河北农科院、河北大学等 22 家京津冀优势单位，承

担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京津冀设施农业面源

和重金属污染防控技术示范”重点专项。河北院主持

的“渤海粮仓”项目中吸收北京院、天津院进入转化项

目板块等。

三是推进成果转化与推广。联盟先后与张家口

市、承德市、保定市、唐山市、沧州市、邯郸市等地开展

科技对接，搭建平台，推进了玉米、蔬菜、水产、林果、食

用菌、花卉等系列新品种、新技术在京津冀地区的转化

落地和推广应用。在京津冀地区累计推广粮饲玉米

500 多万亩、鲜食玉米 150 万亩、蔬菜品种 200 多万亩、

罗非鱼 2万亩、四季草莓 3000余亩、疫苗 2亿羽、生态景

观草 50 万平方米，1 万亩大田作物实现了网联，涉农科

技信息服务总数超过 500万人次。支持在河北沧州、唐

山、天津武清建立抗逆丰产杂交小麦核心示范区 12 万

亩、实现节水 600 万吨，增产 1800 万斤，增加农民收入

约 2000万元。

记者：对于进一步推进联盟建设，未来有何打算？

李成贵：联盟绝不是一个空牌子，而是要务实笃行，

力求实效。我们将继续围绕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整体

工作思路，按照科技项目先行、合作平台衔接、联盟成员

单位联动的协同创新机制，稳步推进各项工作任务。

一是围绕机制创新、平台搭建、团队建设、资源共

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联盟运营等重点任务制定联

盟建设总体规划。

二是进一步扩大联盟覆盖面，增加成员单位，特别

是引导科技型企业积极参与，使联盟成为全方位、立体

式、网络状的多主体协同创新的利益共同体。以联盟

为平台，围绕区域农业功能定位和重大科技需求，深入

开展联合攻关，并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三是联盟将加大与政府有关规划和重点任务的对

接，创新合作机制，比如按照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探索

使用“创新券”的补贴机制，做实做大做强联盟。

优势互补 开拓创新 全面提升京津冀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能力
——访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

本报记者 刘 艳

■典型案例

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