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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魏依晨）近日，为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

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解决一批重点产业发展关键核心技

术问题，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江西结合省内实

际，围绕优化基础研究布局、自然科学基金、搭建基础研究平台、培

育基础研究人才等方面制定了 9条相关措施。

据悉，措施中首先提到的就是统筹布局基础研究体系。聚焦

江西省航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中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和绿色

农业等重点产业及其进一步延伸的 14 条产业链中的核心科学问

题，强化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基础软硬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

供给能力。到 2025年，力争该省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

比重达 5%，企业和社会力量投入占比明显提高。

另外，建立指南编制专家对接机制，强化与学科领域专家、工

程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对接，凝练科学问题。完善省科技专家库建

设，确保评选出高质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健全项目组织方式，

实行竞争择优、直接委托、“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多种方式。围绕

重点产业需求，采取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模式，遴选若干名 35

岁以下优秀青年科学家实行 5 年左右的长周期项目，强化全过程

跟踪评估，建立项目动态调整和择优滚动支持机制。

措施还提到打造体系化基础研究力量。发挥本土院士、顶尖专

家团队作用，领衔申报建设若干全国重点实验室。

在中医药、天文、核资源利用、食品科学等重点领域布局建设

一批科学设施，推动条件成熟的纳入国家布局。打造具有江西特

色的野外科学观察研究平台及重要种质资源库。围绕重点产业需

求，加快推进超级计算平台、实验动物基地建设。

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加快组建高水平创新团队和重大创新平

台，围绕优势特色领域，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开展系统性、完整

性应用基础研究，持续产出引领性原创成果。建设一批新兴交叉

学科，推动医、工、理、农学科融合。遴选 10个左右高峰优势学科，

冲击国家一流学科。持续稳定支持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I）全球前 1%的学科。

每年从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安排项目资金，重点支持国

有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原创成果突破，把研发投入、重大原创

科技攻关纳入省出资监管企业考核评价体系。

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机制方面，建立科研人员、企业家、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投资人的早期对接机制。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方

面，构建分阶段、全谱系、资助强度与规模合理的人才资助体系，加

大力度持续支持中青年科学家和创新团队。

依托各类科技创新平台，集聚一批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

人才和高水平人才团队，建立高层次科技人才库。启动省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建设若干省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基地。对接国家“基础学科深化建设行动”，推动基础学科本硕

博贯通培养。

江西出台9条措施

多维度加强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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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轨道交通

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器材公

司）紧跟时代步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高质量发展，坚持走专业化、精细化、特

色化、智能化发展道路，奋勇前进、对标

一流，深入推进实施管理提升、国企改

革、海外优先、转型升级战略，不断提升

企业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从而奠定

了接触网行业的领先地位，实现了从高

铁接触产品设计、制造、检验检测、销售

服务一条龙的科创型企业追随者到领

跑者再到产业标准制定者的加速赶超，

从聚焦国内市场到放眼全球发展的视

野提升，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到专

精特新企业的华丽蜕变。

奋力开拓市场，企业生产力节节

攀高。“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

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必

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

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轨道

器材公司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理

顺生产关系，改变经营策略，积极构建

灵活主动、面向市场的经营体制机制，

深度经营、滚动经营、区域经营协调配

合。各项经济指标总体实现稳步增

长，经济效益十年翻 5 番，实现了由量

变到质变的飞跃。

十年磨一剑，今朝把锋试。轨道器

材公司对标提升企业经营能力，积极探

索新思路、新举措，成功拓展铁路、城轨

地铁、海外以及铁路维修四大主营市

场；专业聚焦“市场开拓、产品研发、售

后服务、检验检测以及智能装备”五大

主营业务。十年来，公司累计为高铁、

客专等 156 条长大干线、118 条城市轨

道交通线路供货，保开通、保运营、保安

全；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大力实

施海外优先战略，海外市场也从无到有

实现了零的突破，业绩覆盖匈塞铁路、

亚吉铁路、中老铁路等多条线路，累计

中标 8775.23万元。为中国高铁出海和

贯通八纵八横铁路网、建设交通强国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年来，轨道器材公司统筹调配各

项生产资源，围绕科创型企业建设目

标，做大规模的同时，主动创新求变，对

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补短板、强

弱项，全面推进提质增效，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营业收入稳中有增，从 2012 年

的 10341.66 万 元 增 至 2021 年 的

65632.91万元，经营承揽总额从 2012年

的 18918.5 万元增至 2021 年的 91707.23

万元。

守牢质量安全，品牌吸引力享誉国

际。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质量安全

管理。轨道器材公司坚决贯彻落实“把

安全、质量放在第一位”的要求，狠抓质

量安全，两手抓、两手硬、两促进，相继

通过了江苏省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

业认证、ISO 3834 国际焊接管理体系

认证及钢结构产品的 EN 1090认证，取

得了国内电力牵引架空接触网（OCL）

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TSI）认证

证书，确定了公司在架空接触网零件行

业拥有国际先进水平，具备全球竞争的

实力，产品在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

术展、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出，CRCEB

品牌感召力显著提升，为中国高铁走出

国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十年蹄疾奋进，企业发展力一往无

前。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

进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实现

内涵型增长。轨道器材公司把科技自

立自强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支撑，围绕

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研发创新，建设

工业智造新体系、重塑科技赋能新机

制，加大全要素投入，研发费用占企业

营业收入 3%以上，于 2021 年获得常州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获申报奖

励 20 万元，同时被邀请加入常州市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联盟。后免审

进入江苏省“千企入库”培育库，并获得

江苏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报资

格，2022年获得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认定。

引领标准制订，产业影响力持续增

强。轨道器材公司成功从行业标准参

与者转化为行业标准制定者、引领者。

公司参与铁标 TB/T2075《电气化铁路

接触网零部件》的编制；参与国铁集团

企标 QCR 912—2022 《电气化铁路简

统化接触网零部件》的编制。参与编制

DG/TJ 08—2306—2019 城市轨道交通

接触轨系统施工验收标准。

打造行业标杆，核心竞争力突飞猛

进。轨道器材公司肩负“科技兴企、产

业报国”的光荣使命，通过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成功解决接触网领域关键核

心技术难题，研发出了新型铁路简统化

接触网系列产品，实现了核心技术完全

自主化。新型腕臂装置、定位装置、终

端锚固线夹等产品系统优、结构简约、

零件集成化的比较优势突出，不仅减少

了产品安装程序，也大大降低了施工调

试以及运维成本，并成功应用于盐通铁

路、浩吉铁路、郑万高铁、昌景黄高铁、

太崇铁路等 5 条线路，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得到显著提高。下一步，简统化接

触网产品将进军海外市场，打造中国高

铁、中国产品、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行

业标杆，牢牢把握高铁接触网产品国际

话语权。

创新驱动发展，企业创效力硕果累

累。轨道器材公司始终深入贯彻落实

“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要求，坚持“核

心技术的拥有者”发展定位，牢牢把握

科技创新战略目标，立足高铁智能装备

设计制造，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相

继研制并投入应用智能腕臂预配平台、

吊弦智能压接平台、智能巡检机器人、

智慧灯杆等。共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中国设备创新成果一等奖、

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特等奖，并获中

国铁建股份公司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

团公司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9 项，三等奖 6 项。通过持续转化应用

科技成果，获得江苏省有关部门 900 万

元专项奖励，推动高铁工业转型升级，

用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深耕核心技术，科技软实力遥遥领

先。2014 年 8 月，轨道器材公司一次性

通过国家 CNAS认可实验室评定，可独

立对外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并得到国

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成员的

多边承认，公司产业链条更加健全，综

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十年奋进成果丰硕，展望未来使命

在肩。下一个十年，轨道器材公司将继

续改革提升发展，以崭新姿态屹立于科

创型上市企业之林，在新征程中谱写新

华章。

【时 海 洋/杨 洁
（图文及数据来源：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
集团轨道交通器材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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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 讯 员 马媛媛 刘天意

地方动态

在宁夏南部山区，即便是农闲时节，一

部被老百姓称为“小王热线”的手机依然活

跃着，接听各类咨询。它的主人是宁夏农

林科学院固原分院冷凉蔬菜花卉研究中心

主任王晓军。

从 2014 年到 2022 年，王晓军参加了由

宁夏科技厅组织的科技扶贫指导员和乡村

振兴科技指导员工作。在基层多年，他形

成了“科技指导员+农民+土专家”的工作

模式，先后培养农业技术人员 500多人。

王晓军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截至 2022 年底，宁夏先后有 745 人次

来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专家、教师变

身“指导员”，培育科技示范户万余户，引

进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近千

项，带动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0%以上，足迹遍及宁夏 374 个村、覆盖 60

万人口。

固原市泾源县香水镇米岗村是远近闻

名的“玫瑰谷”。全村种植玫瑰 1200 亩，不

仅实现了规模化种植，还形成了集生产、加

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从昔日的偏僻山村到如今的繁盛花

谷，米岗村的蝶变离不开宁夏大学乡村振

兴科技指导员李锦馨的多年付出。

他们的缘分始于 2012 年。彼时，宁夏

科技厅启动实施科技扶贫“百人团″，每年

选派 100 名来自全区各个高校和科研院所

的专家、教师前往 100 个贫困村开展“一对

一”定点科技帮扶。李锦馨成为其中一员。

李锦馨走村串户了解情况后，为米岗

村开出“良方”——调整当下产业结构，发

展“两草两木花卉，短平快种类先行，让资

本快速积累，中长期项目并举”模式。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 年，米岗村实

现整村脱贫；2019年，成为泾源县首个走出

产业困境的村子。村里每年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旅游，带动当地旅游、餐饮和蜂蜜加工

等产业共同发展。

从 2018 年起，宁夏重新遴选 170 名科

技扶贫指导员，对口帮扶 170 个深度贫困

村，并在全国率先创建了以科技扶贫指导

员为核心的“科技扶贫宁夏模式”。

脱贫攻坚 2021 年全面收官后，宁夏科

技厅在“十三五”期间派遣科技扶贫指导员

的工作基础上，面向南部 9 个国家和自治

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移民聚居区相对

集中的中卫市中宁县、沙坡头区，继续从宁

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师范学院、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选派 120 多名专

家作为乡村振兴科技指导员，开展组团式

或“一对一”精准化、公益性科技服务。

“身份变了，初心不改。”李锦馨表示，

她将一如既往地带领乡村振兴科技指导员

团队投身乡村科技服务，为米岗村打造“塞

上乡村乐园”不懈努力。

从脱贫攻坚“转战”乡村振兴

千百年来，宁南山区农民面对高山阻

断、信息阻隔，“等靠要”思想严重，对科学

技术敬而远之。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这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科技指导员们通过科技攻关、成果

转化、要素对接等一系列活动，用绣花一

般的功夫，发挥了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

作用。”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心主任周小

平表示。

这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精准匹配。

乡村振兴科技指导员由基层科技部门

和镇村“点单”，在确定帮扶村的基础上，结

用“绣花”功夫发挥科技作用

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要立足农

村实际，更要紧跟时代潮流。

对于固原市隆德县的小企业宁夏兴宇

绿色粗粮加工有限公司来讲，电商时代让

他们一度欣喜又迷茫——电商是企业经营

的助力器，但知名电商平台入驻门槛越来

越高，可望而不可即。

不过，如今它有了自己的电商渠道：在

微信小程序搜索“兴宇绿色粗粮”即可进入

公司网店，香醋、杂粮、胡麻油等产品一应

俱全。

这离不开北方民族大学乡村振兴科技

指导员团队的大力支持。

“进一步强化科技在推进宁夏‘四大

提升行动’尤其是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

动实施中的作用，需要打通科技成果面

向农村地区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周小

平指出。

2021 年，宁夏首次启动实施自治区乡

村振兴科技成果引进示范推广项目。首批

立项支持的 108 个项目，对全区 22 个县市

区实现了全覆盖，其中引进转化成果 91

项，占项目总数的 84.3%。

在周小平看来，乡村振兴科技指导员

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抓手，而为其构建

可持续科技服务长效机制，不仅要突出解

决产业提质增效、资源高效利用等技术问

题，而且要引导特色农业与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区块链前沿领域紧密结合。

此外，还要将科技服务与文化、生态等

要素结合起来，创新科技对生产生活的渗

透方式，最大限度发挥科技对乡村振兴的

支撑作用。

下一步，宁夏科技管理部门和乡村振

兴科技指导员团队将继续组织广大科技人

员开展高质量科技服务，探索科技赋能乡

村振兴新模式，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乡村全面振兴路上乡村全面振兴路上

宁夏有群宁夏有群““指导员指导员””贡献科技智慧贡献科技智慧

合产业发展需求和科技人员专业优势确

定，确保他们能够提供专业化科技服务，切

实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围绕时代主题，紧扣产业发展，广大指

导员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他们开展资源高效利用、乡村环境治

理、作物增产增效等先进适用技术、装备、

模式的推广示范，并将项目实施与科技培

训、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科技示范户和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等有机结合，以点带

面，星火燎原。

成果推广转化入村，带动产业提质增

效。据不完全统计，宁夏乡村振兴科技指导

员累计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新

模式849个，建立示范基地510个，培育科技

示范户1000多个，示范面积近20万亩。

一年多来，乡村振兴科技指导员通过

线上线下培训、田间地头教学等方式，在全

区累计举办肉牛滩羊科学养殖、经果林标

准化管理及玉米、小杂粮、中药材等特色产

业综合种植技术培训 300 余期，培训农民

11300人次以上，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50家，发放资料 2万多册，第一时间将最

新科技政策、适用科技成果进行推广。

宁夏中南部地区山大沟深宁夏中南部地区山大沟深，，数百名科技指导员常年深入一数百名科技指导员常年深入一
线线，，扎实开展工作扎实开展工作。。 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心供图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