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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JIAN SHE QUAN GUO KE JI CHUANG XIN ZHONG XIN

京蒙科技创新合作是京蒙区域合作与对口

支持的重要内容，被列入《京蒙区域合作和对口

帮扶“十三五”规划》，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以“科技

创新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为自身使命，将科

技创新与农业发展、企业发展与产业扶贫紧密

结合，在京蒙合作与产业扶贫工作中积极发挥

着自身优势。

种植篇：
马铃薯变身“金土豆”

2015 年，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北农集团）出资 4000 万元，对内蒙古

龙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珠生物）进行

了资产并购，大北农集团占 40%的股份。该合作公

司实现了种、药、肥一体化的产品体系，研发的马

铃薯组培苗、试管薯、微型薯高效生产技术将马铃

薯微型薯繁殖系数提升 7倍，将使我国马铃薯原种

繁育水平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6 年龙珠生物提出“金土豆计划”扶贫项

目，该计划由当地政府统筹扶贫资金用于基础建

设投资和流动资金，地方资金管理部门管理固定

资产，龙珠生物自筹资金建设大型组培苗、试管薯

生产工厂和贮存库，提供扶贫项目建设方案。龙

珠生物优先合作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农民，不

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则享受企业分红，保证其

达到最低生活标准以上。

畜牧篇：
肉羊产业新突破助农户脱贫

内蒙古地区是全国最大的牛羊肉和奶制品生产

基地。2015年，大北农集团参股天津奥群牧业有限

公司。奥群公司对国外肉羊良种进行引进、繁殖、选

育与推广，通过“政府、企业、合作社、牧民”的模式，建

立良种繁育体系，助推贫困户脱贫。奥群公司与内

蒙古贫困地区企业合作，通过扶贫合作社或家庭农

场将改良后的母羊发放给贫困户，并提供种羊回收

和销售等服务。仅2013—2015年，奥群公司就在巴

彦塔拉乡伊兰嘎查、巴彦嵯岗苏木等地帮助125户牧

民实施种羊胚胎移植，户均收入达5.5万元。

大北农：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扶贫

近年来，在全面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

一路”、新一轮振兴东北和创新驱动发展四大国家战

略和精准扶贫政策，及《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北京市科委充

分发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与

合作省市联合搭建合作平台，有效激发首都高校院

所、科技服务机构、科技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的内生

动力，带动合作省市创新发展，形成了一系列丰富多

彩、富有成效的区域合作成果。

仅 2016 年，北京市科委就先后与贵阳、西藏、河

北、河南、云南、内蒙古等 11个省市自治区 20批次 150

余人次进行对接合作；成功举办 2016 京筑创新驱动

区域合作年会、2016年科技援藏暨京藏技术转移大会

活动、京石“一站一台”授牌仪式等科技合作对接活动

20 余次，促成 100 余个项目签约。截止到 2016 年 11

月，北京市输出内蒙古、黑龙江等 16个合作省市技术

合同 8419项，成交额 599.40亿元，同比增长 93.1%。

机制先行
构建科技合作和对口
支援坚实基础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创新资源密集，创

新要素聚集，创新成果富集，创新动能强劲，辐射作用

突出，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全国创新驱动发

展，是北京的使命和责任。

目前，北京市科委按照科技部、北京市委市政府整

体工作部署，承担着新疆和田、西藏拉萨、青海玉树、湖

北巴东四地以及环京津河北 14 个贫困县的对口支援

工作，以及内蒙古赤峰、乌兰察布的帮扶工作，参与了

河南南阳、湖北十堰对口协作工作，与贵阳、云南、宁

夏、重庆、河北、天津、沈阳、上海、黑龙江、内蒙古自治

区 10个省市区科技合作工作。多年来，北京市科委与

合作地科技部门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的原则，依托北京科技资源优势和当地资源禀赋优势，

建立科技合作机制，推动两地共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两地科技主管部门共同

推动签署《北京市科委 内蒙古科技厅科技合作框架

协议》以来，双方不断加大合作力度，成立京蒙科技合

作协调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开展技术、

项目、平台、人才、科技金融、科技政策等方面的合作，

在现代农业、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实施了联合攻

关课题 210 项，共产生 70 多项实用成果，解决了重点

领域关键性技术需求。北京市与内蒙古开展科技合

作的单位达 180 多家，“十二五”时期共转移转化技术

成果 5327 项，技术成交额 313.2 亿元，京蒙两地科技

合作呈现出 1+1>2的效果。

搭建平台
实现首都科技资源
开放共享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是北京市科委打造的首都科

技资源开放共享的“北京模式”，集中了成果转移转

化、技术交易、信息咨询等科技资源要素。共建首都

科技条件平台合作站等，是北京市对外省市输出科技

服务、对接科技资源、实现首都科技资源共享的重要

方式。目前，北京市科委已与 7个省市共建了首都科

技条件平台合作站，2016 年，首都科技条件各平台成

员单位共服务外省市科技企业 637 家，签订联合研

发、委托开发、检测测试、咨询等各类服务合同总额

1.35亿元，合同实现额 6000余万元。

内蒙古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节点，

京蒙共同建立了 10 家科技合作平台，其中技术转移

转化中心 4家；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102家，柔性引进

院士 116 人，柔性引进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 500 多

名。京蒙联合共建的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京蒙合作站，

按照“以点带面”的模式，建设了阿拉善盟、巴彦淖尔

市等 6 个示范工作站，发展加盟单位 31 家，对外开放

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工程中心 9 个，每年挖掘分析检

测、联合研发、技术转移等各类创新需求 100 余项，结

合内蒙古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为解决区域、产业领

域的科技创新问题提供服务。北京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联盟与内蒙古生物技术研究院共同建立了京蒙合

作现代农业技术转移平台，在赤峰、乌兰察布、锡林郭

勒盟、满洲里分设 4个工作站，形成“平台+工作站+科

技特派员”形式的技术转移转化网络，首批有航天育

种、纸上种菜等 10多项成果进入平台推广。

联盟推动
科技合作更加务实
高效

区域合作发展，不仅仅是北京市的科技资源走

出去，更是首都科技企业拓展市场空间和产业布局

优化调整的重要渠道。首都科技企业结合当地特色

和优势产业，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商业等领域的对

接，带动当地特色经济创新发展。

北京市科委先后组织联盟企业、高校院所等 200

多家单位携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 200 多个项目

（成果），赴内蒙古参加科技成果博览会、国际科技博

览会等大型展会，其中 80 多个项目达成合作协议，

北京市的无人机、3D 打印机、智能装备等 30 多项高

技术产品备受内蒙古的青睐。

北京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和乌兰察布市联合

举办了“京蒙合作乌兰察布农畜产品进京产销对接

会”，联盟 20多家销售企业与乌兰察布 30余家农畜产

品生产企业达成供需意向。联盟和北京农信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了“草原有我一只羊，精准扶

贫献爱心”电商众筹活动，利用农信通公司可视化电

商众筹平台“聚农宝”销售翁牛特旗精品羊肉，短短两

个月时间，第一批草原有机羊众筹活动共计购买有机

羊 100只，为当地牧民带来 12万元收入。联盟还组织

电商企业京东商城、聚农宝、沱沱公社等 19家会员和

25 家涉农科技企业在赤峰市召开了“京蒙合作创新

发展对接大会”，现场签订了 26 项合作协议，建立了

依托联盟平台的两地农畜产品产、供、销合作机制，使

赤峰绿色、有机的农畜产品进入北京电商平台，销往

全国。联盟成员新发地市场、首农食品公司、北京天

安公司等一批北京企业共累计销售乌兰察布土豆、胡

萝卜、圆葱等蔬菜 6.2万多吨，乌兰察布成为北京新发

地市场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科技扶贫
精准帮扶打造产业
扶贫新样板

根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北京市科委

积极组织专家团队，有针对性地在对口支援地区开

展工作，将技术推广与精准扶贫工作相结合，促进当

地农民脱贫致富，逐步走上长效发展之路。

新疆和田是北京市的对口支援地区，2016 年，在

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市科委

认真贯彻北京市援疆工作要求，多次组织专家对科

技援疆项目进行技术指导和考察，并按照市场化运

作，成功引入北京易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和田设

立“新疆沙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促进项目产

业化发展。沙漠温室“改土培肥项目”采用椰糠等基

质对沙漠土壤进行基质复配，在和田市团结新村、和

田县和谐新村、新疆建设兵团农十四师 224 团等地

共计 56 个温室实施改造工程。项目承担单位还制

定出标准化种植规程，对没有种植经验的新农户在

田间地头开展手把手培训，对生产过程全方位监控，

帮助农户实现了高产高效、节水栽培，仅西红柿单茬

产量就突破了 10 吨，全年产量达到 20 吨以上，实现

当年改土、当年脱贫，得到当地农户的高度认同。

针对内蒙古乌兰察布农业发展状况，北京市科

委集成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的企业、专家、成

果、市场等资源，组成产业链扶贫团，依托内蒙古丰

业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乌兰察布察右前旗实

施了“京蒙帮扶乌兰察布蛋鸡养殖科技扶贫”项目，

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带领贫困户发展养鸡脱

贫产业。引进北农大公司“农大三号”节粮型蛋鸡和

北京油鸡高产品种 2 万只，配套提供蛋鸡养殖专用

饲料 46.38 吨，全程聘请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林科

学院的专家教授进行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项目带

动乌兰察布 6 个镇、300 户贫困户和专业户养鸡，户

均年收入达 8000 元。

马铃薯是乌兰察布主要农作物，苦于没有深加

工产业，产品“物美价廉”，农户收入微薄。北京凯达

恒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乌兰察布察右前旗投资 8

亿元建设全自动薯条加工厂，解决就业 200 人，带动

当地农户订单种植 12 万亩，已成为当地重点精准产

业扶贫项目。

发展现代农业，品种研发必不可少。北京大北

农集团与内蒙古龙珠生物科技公司合资成立马铃薯

新品种繁育公司，成功育成冀张薯 8 号、中薯 5 号等

7 个高产新品种，在当地大面积推广种植。北京绿

山谷芽菜有限公司在乌兰察布兴和县与兴隆食品公

司合资建设占地 200 亩的种业科技园，开展芽苗菜

种子研发、检测、加工、包装销售以及特色食品生产

等业务，既解决了当地兴隆食品公司经营不善、陷入

困境的局面，又带动了兴和县及周边 2500 余户农民

进行订单育种，育种面积达 5 万亩。实现了“引入一

个北京项目，盘活一家兴和企业，发展一个新兴产

业，脱贫一方当地百姓”。

积极共享
区域合作持续发挥
纽带作用

2017 年，是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

之年。北京市科委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进一步发挥首都科技优势，继续

深化首都科技的辐射引领作用，强化与相关省市区

科技合作，发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应有的示范引领

和辐射带动功能。

构建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一是构建创新资源共

享平台，共建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技术市场，发挥北

京科技创新资源优势，加速成果转移转化、技术交

易、信息咨询等资源要素与外省市对接共享。共建

创新创业孵化中心，结合外省市产业需求，引导投资

机构、创业团队等投资创业。二是构建产学研用联

合攻关平台，推动北京与外省市重点实验室开放共

享和产学研合作，联合开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为

当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和产业示范。三是

构建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共建创新成果转化基地，

将北京相关创新主体的研发成果在京外地区进行中

试、孵化，推进其产业化发展。围绕当地企业、科研

机构等技术需求，组织北京市创新资源、科技成果进

行对接。

强化科技助力作用，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结

合受援地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挖掘首都成熟、适

用科技成果，通过北京科技企业与当地机构联合设

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强化技术培训和示范，力争形

成扶贫项目的产业化生产，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生产

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并促进贫困地区人民就业，

通过科技助力，将外部“输血”的短期扶贫模式变

为自我“造血”的长效脱贫模式，切实增强贫困地区

自我发展能力。

科技先行
为对口支援与区域合作注入新动能

■案例

北京援疆指挥部与农业专家在团结新村现场指导

2016年 4月 18日 16时 30分，顺利完成 12天太空飞行后的中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

验卫星——实践十号返回式卫星回收舱准确降落在内蒙古预定着陆区域。在这颗卫

星上进行的 19项科学实验中，有 595克油料作物文冠果种子，是由一家北京企业协助

内蒙古通辽市林业科学院和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完成的，以选育优良航天新品种。

这家企业是北京市科委遴选出的第一批十家“星创天地”之一——北京神舟绿鹏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得益于北京市科委开展的对口支援与区域合作工作，这家专门

从事航天育种研发及产业化推广为主的农业高科技企业走进内蒙古，并在北京市援

蒙挂职干部的牵线搭桥下，与内蒙古生物技术研究院签订协议，在航天育种、种苗代

繁、示范推广和技术研究等领域开展合作。

类似神舟绿鹏的案例正在急剧增加。

◀京蒙帮扶蛋鸡科技扶贫养殖项目油鸡专家现场指导贫困户
▼京蒙帮扶蛋鸡科技养殖扶贫培训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