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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科发〔2021〕33 号

自治区科技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强化农业重点产业

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根据《自治区九大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宁党办〔2020〕88 号），科技厅研究制定了《自

治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行动方案》。现予印发，

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2021 年 5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科 学 技 术 厅 文 件



- 2 -

自治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
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21〕1 号）精神，

深入落实《自治区九大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宁党办〔2020〕

88 号），切实增强自治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助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创新驱动战略，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

时代使命，以加强农业科技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为牵引，以增强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为目标，以强化农业产业重大关

键技术攻关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重点，以激发人才创新活

力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保障，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配置资金链，统筹推进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平台搭建、人才培

养、载体建设，构建开放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引领支撑我

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二）实施原则。

——围绕产业，聚焦瓶颈。围绕自治区农业重点产业布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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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链，聚焦产业链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瓶颈，组织区内外优势技术

力量开展多学科、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全产业链技术攻关，力争突

破农业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发展技术水平，

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

——搭建载体，示范带动。建立完善由国家农高区和农业科

技园区、自治区农高区和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区组成的梯次农业科

技园区体系，发挥园区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集聚

优势，促进农村创新创业、成果示范转化、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开放合作，引进成果。持续深化拓展东西部科技合作，

围绕自治区农业重点产业，加大对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的引

进示范和成果转化力度，推动科技合作由单一技术合作向技术交

流、人才互动、平台共建转变，形成适应新发展格局的科技合作

机制。

——人才为本，夯实基础。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

理念，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推进“政府引才”

与“企业引智”协同并举。完善充分体现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

配机制，落实好各项人才政策，进一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

整合科技特派员、乡村振兴指导员、三区人才等基层农业科技服

务队伍，积极开展农村创新创业和科技服务。

（三）工作目标。围绕枸杞、葡萄酒、奶产业、肉牛、滩羊

和绿色食品等产业高质量发展重大科技需求，攻克一批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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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转化一批先进科技成果，培育一批创新型示范企业，构建一

批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创新载体，打造一批带动能力强的农业科

技园区，培养一批高水平科技人才。通过深入实施农业产业高质

量发展科技支撑行动，到 2025 年，我区农业重点产业种养水平

显著提高，农作物及畜禽良种覆盖率达到 95%，主要农作物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85%，产业集约化、智能化、机械化程度明显提升，

现代农业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农业创新主体进一步壮大，农业

创新活力进一步迸发，重点产业科技创新水平达到西部前列，乡

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科技支撑更加突出。

二、实施种业创新行动，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建立完善持续稳定支持和符合育种科研规律的项目管理机

制。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精准鉴定与评价、生物性状与遗传

机理、分子设计等精准育种技术研究与应用，加大国内外优质高

产高抗性种质资源和优新品种引进力度。继续组织实施好自治区

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新品种选育专项，定向培育药用枸杞、抗寒旱

优良酿酒葡萄、优质高产奶牛、优质高产肉牛、高繁殖率和产肉

率滩羊新品种（系），以及高产优质抗逆专用的粮食、瓜菜、林

草、水产等新品种。推进种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坚持公益

性研发活动政府主导与商业化育种市场主导有效衔接，促进高校、

科研院所育种研究与企业育种繁种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人才为根本、产学研融合、育繁推一体化的

现代种业科技创新体系。



- 5 -

三、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农业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重大科技需求，采用“揭榜挂

帅、公开遴选”等方式，组织区内外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枸

杞产业重点开展枸杞优新品种区域化试验、绿色丰产栽培、智能

采摘机械等技术攻关，推进枸杞药用功效研究，加强“药”字号、

“健”字号及“枸杞+”等功能性药食同源产品研发。葡萄酒产

业重点开展农机农艺融合、特色优质葡萄酒关键酿造工艺等方面

的科技攻关，构建适宜贺兰山东麓生境的标准化葡萄建园技术体

系。奶产业重点集成创新优质牧草、青贮玉米等饲料资源开发与

高效利用技术体系，研究主要疫病综合防控和净化技术，突破生

态绿色种养技术，开发高端乳制品。肉牛产业重点建立新型绿色

饲料生产加工及高效利用技术体系，创建疫病预警、防控、治疗

一体化健康养殖技术体系，研发牛肉保鲜储运、高值化产品加工

工艺、副产物综合利用等关键技术。滩羊产业重点研发饲草料高

效利用、营养调控、生态养殖、精准饲喂等高效养殖技术，建立

完善滩羊地方常发高发疫病防控技术体系，开发出滩羊肉精深加

工系列产品及旅游文创产品。绿色食品产业重点突破特色农产品

营养功能因子的定向提取技术瓶颈，加强特色食品精深加工、杀

菌、保鲜、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绿色包装、冷链物流、风险防

控等全产业链支撑技术的研发，构建绿色食品全过程标准体系。

四、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壮大产业科技力量

聚焦重点农业产业学科发展需求，在高校、科研院所布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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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吸引聚集高层次科技人才，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增强产业技术创新后劲。

在枸杞、葡萄酒、绿色食品等产业，统筹布局自治区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和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及应用示范。

支持农业科技企业建设自治区技术创新中心，开展技术集成应用

和成果引进转化，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加强科技企业梯次培

育体系建设，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队伍。进一步整合农业科技资源，将中国枸杞研究院、

中国(宁夏)奶业研究院等区域性重点研发机构打造成为农业重

点产业综合性技术创新平台。依托各类创新平台，建设教授（专

家）工作站、科学实验站、教学实训基地，积极开展东西部合作、

国际合作、校企合作和院地合作，搭建地方和企业高端技术人才

培养平台。

五、推动科技园区建设，打造产业发展高地

加快整合技术、信息、资金等创新要素，优化、布局一批产

业集聚、用地集约、配套完善的农业科技园区，推进梯次农业科

技园区体系建设。紧扣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布局建设一批

自治区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区，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

模式的集成示范，实行绩效评价和动态管理，打造可复制、可推

广的农业科技示范样板。加大吴忠、石嘴山自治区农高区高新技

术企业引进培育力度，带动乳制品深加工业和绿色食品精深加工

业集群化发展。在枸杞集中产区中宁县积极培育建设自治区农高

区，支持枸杞企业开发高值化产品，打造现代枸杞产业高地。进



- 7 -

一步优化吴忠、银川、石嘴山、固原、中卫 5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功能定位，集中力量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创新资源集聚、

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农

业创新高地。支持银川自治区农高区突出生态高值农业主题，打

造葡萄酒产业创新高地，为争创国家农高区奠定基础。

六、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整合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技术力量，探索建立“定

向研发、定向转化、定向服务”的订单式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围

绕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示范转化枸

杞病虫害绿色防控与精准水肥管理、酿酒葡萄精准栽培和特色酿

造、奶牛良种繁育与精准营养、肉牛品种改良与全混合日粮、滩

羊快速繁育与标准化养殖等先进技术，积极转化应用绿色储运、

品质调控、功能强化、生态发酵等农产品高值化加工新技术与新

工艺，大力推广应用生态建园、生态养殖、清洁生产、监测预警、

智慧管理等生产理念和管理模式，提升种养水平和加工效益。加

快自治区技术转移研究院建设步伐，组建宁夏技术转移中心联盟，

建设宁夏技术转移智库，增加优秀科技成果供给，开展成果转移

转化服务。加强农业新型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行科

技特派员制度，围绕农业重点产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推动新技术到位落地。

七、强化县域创新驱动，凝聚产业发展合力

组织实施县域科技创新跃升行动。按照科学施策、典型带动、

鼓励跃升、激励进位的原则，建立县域科技创新监测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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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进机制和激励引导措施。持续加强县域科技管理体系建设，继

续推动国家创新型县建设和自治区县域科技创新改革试点工作，

创建一批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引领作用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标杆，在推动产业技术创新、

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推进科技

园区发展、壮大创新人才队伍等方面发挥好引领带动作用。加速

一批先进适用科技成果在县域转化应用，带动技术、人才、信息

等创新要素向县域流动，提升我区县域科技创新能力。

八、助力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建设，强化产业科技支撑

围绕红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建设

科技需求，实施一批枸杞、酿酒葡萄、肉牛、滩羊、黄花菜等特

色产业和农业节水高效科技成果示范转化项目，提升示范区农业

特色产业技术水平。支持示范区建设特色产业科技示范展示区，

创建综合性科技示范基地，打造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载体。

大力实施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整合科技资源、强化创业服务、

培养本土人才，打造增收致富科技样板。组织乡村振兴指导员、

三区人才等农业科技服务队伍，深入示范区开展技术培训和科技

服务，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支持示范区建设自治区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实践基地，加快先进诊疗技术的示范推广，整体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九、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科技管理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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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助推农业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大任务。自治区科技厅各

相关处室、单位分工协作，联合建立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

进机制，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各市、县（区）科技局要结合

县域创新能力提升、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等，统筹科技资源，完

善工作措施，形成工作合力，不断增强农业重点产业科技支撑。

（二）统筹科技资源，加大投入力度。统筹自治区各类财政

科技资源，加强农业重点产业资金支持。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等

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加大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科技攻关、成果转化、

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带

动作用，广泛吸纳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产业科技创新。

（三）突出需求导向，服务产业发展。自治区高校、科研院

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平台要紧紧围绕自治区农业重点产

业发展，按照以技术需求为导向的项目形成机制改革要求，深入

产业一线调研，摸清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联合区内外技术

力量，开展产业共性和关键技术攻关，形成简捷、易学、易推广

的技术标准、规程和模式，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服务产业高质量

发展。

（四）加强示范推广，提高产业效益。各基层科技部门要围

绕自治区农业重点产业发展科技需求，借助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

和科技特派员制度，集中产学研科技力量，依托各类农业科技园

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和农业科技型企业等，加快新品种、新技术、

新装备的引进示范与推广应用，提高农业产业发展效益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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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年5月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