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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驱动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 

易中懿 

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将“全面实施乡村战略，更富成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作之

一，提出要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鱼米之乡。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作为省农业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和主

战场，要精准把握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新特点新任务新要求，坚定走好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以更高质量科技供给对

接市场、服务产业、致富农民，着力为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赋能提速。 

聚焦“三大核心能力”，提升创新站位“高度” 

聚焦安全保障力，强基固本稳住农业“基本盘”。 

安全保障力，是满足农产品消费需求、战略储备需求和资源环境需求的能力，是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底层基础。要增强保障安

全的责任意识，以食物安全为基础、社会安全为底线、生态安全为红线，在保障主要农产品数量质量双安全、推进农业绿色生产

等方面狠下功夫，并围绕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等目标，在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生产生态协调等关键领域发挥

科技“硬核”作用，打牢江苏现代农业发展根基。 

聚焦产业控制力，有张有弛设置农业“调控键”。 

产业控制力，是开放市场条件下农业产业风险防范和控制的能力，是当前疫情叠加全球化出现逆流背景下农业产业竞争力

的关键构成。要增强产研融合的紧迫意识，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复杂场景驱动创新的趋势，引导优质科技资源向企业集

聚，助力掌控种子、耕地、装备、冷链物流、资本等核心技术和要素，积极拓展江苏农业产业发展的调控空间。 

聚焦市场竞争力，持之以恒提升农业“硬核心”。 

市场竞争力，是农业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持续盈利的能力，是农业产业竞争力的主要表现。要增强科技赋能产业的主动意

识，遵循产业链延伸、多功能拓展、三产融合的创新路径，主动调整科研力量布局，助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着力打造农业产业

化头部企业和优势产业集群，全面提升江苏现代农业未来价值。 

瞄准“三个重点领域”，增强科研成果“硬度” 

将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主攻方向。 

紧盯种子、耕地、装备等要害技术，在自立自强上下功夫、求突破。高标准建设“江苏农业资源综合基因库”，升级全省种

质资源保存鉴定和挖掘利用水平。加大粮食、畜禽、蔬菜品种创制和生产技术创新环节力量布局，在确保供给数量安全前提下，

从优质食味、功能营养等方面持续突破。对接地方特色产业，培育草莓、梨、桃等特色学科，攻关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围绕粮油、

果蔬茶、畜产品等农产品加工重点领域，创新突破绿色保鲜、精深加工等共性关键技术，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重点针对苏

南地区土壤污染、沿海地区滩涂改良等技术难题，完善“科技任务清单”，为“藏粮于地”战略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将推动农业绿色低碳作为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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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绿色低碳是新时代鱼米之乡建设的应有之义。在构建绿色生产技术、减少农业碳排放、提升农业增汇固碳

潜力等领域协同攻关，推进低碳种养、装备研发和技术应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链，因地制宜推广全产业链低碳、零碳的农

业发展模式和应用场景，并探索研发农业碳排放核算方法、农产品碳标识标准，打造低碳品牌为农产品赋能。 

将智慧农业升级赋能作为创新重点。 

智慧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方向，也是建设数字江苏的重要内容。牢固树立数字化转型理念，加大对农业传感器、植物工厂等

领域攻关力度，加速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数字化改造。深度开发应用农业大数据，构建多时相、多维度、高精度的知识云平台，打

造江苏“农科大脑”。深入推进农机、农艺与信息技术的融合，针对不同生产规模形成“套餐”式技术应用模式，提升江苏农业

精准作业与信息化水平。 

建强“三支骨干队伍”，夯实农业人才“厚度” 

培育一批农业科技战略人才。 

聚焦国家和省重大需求和重大任务遴选人才，实施“杰出人才头雁工程”“优秀创新团队引领工程”等人才计划，建设以

战略科学家为核心、领军人才为中坚、45 岁以下青年人才为支撑的“雁阵”格局。实施高层次人才筑巢引凤行动，通过“紫金

人才”论坛、海智特聘等方式，精准链接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团队。构筑引才聚才育才“强磁场”，争创一批国家级、省部级

创新平台，构建品牌学术平台体系，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打造国内外有影响的农业高层次人才集中承载地和科研首选地。 

打造一支“亚夫”科技服务队伍。 

乡村振兴，既需要顶天立地的“战略家”，也需要铺天盖地的赵亚夫式人才。依托亚夫科技服务体系，实施亚夫式科技服务

人才培养计划，建设一支技术能力强、熟悉农业农村工作、对三农有深厚感情的科技特派员队伍。充分发挥设区市级科研机构贴

近一线优势，组建“柔性科研团队”，培养“全科医生”，链条式服务区域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园区基地等深度

融合，更好传播农业科技、转化创新成果。 

培养一批振兴乡村“头雁”人才。 

“头雁”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石”，要运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建立乡村“头雁”人才培育阵地。融汇科技政策、专

家成果等多源异构数据，创建科技服务云平台，通过农业慕课、农事指南等功能版块，为乡村人才线上“蓄势赋能”提供一站式

服务。擦亮“新农学院”金字招牌，整合基地人才资源，创设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线下场景式、沉浸式培训，全力培育造福桑梓

的“土专家”“新农人”。 

推动“三项管理变革”，激发创新主体“热度” 

建立“核心团队+协同创新”的科研组织方式。 

以“目标统一制定、任务统一部署、经费统一使用、产出统一安排”为基本要求打造“真团队”。一方面，围绕全产业链需

求，组建跨学科、跨团队的创新集群，对集群内的团队创新进行结构性布局，形成完整的创新链条和互为支撑的学科生态。另一

方面，遴选优势团队与外部院所、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出题、多方出资、科企共研、企业验收、成

果共享”的运行机制，深度耦合产业链创新链，放大各创新主体协同效应，为农业创新联合体建设贡献“江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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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产研融合+即创即推”的平台转化范式。 

针对江苏涉农企业研发力量弱、创新与产业脱节等问题，积极对接优势产区和龙头企业，共建产业研究院，以企业需求定研

发任务，前置技术转移节点，先后成立了西兰花、稻米、奶业等 60 余个产业研究院，有效破解了创新与生产脱节问题。同时，

进一步探索产业研究院注册独立法人机构的做法，积极引导团队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推动优质创新资源向产区、企业流动，更好

链接市场、解决生产问题。 

完善“揭榜挂帅+赛马制”的技术攻关模式。 

“揭榜挂帅”是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的重大改革，目的是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实现关键技术的创新突破。去年底江苏

设立了种业振兴“揭榜挂帅”项目，以种源“卡脖子”技术和品种需求为牵引，以能够解决问题为评价标准，面向涉农科教单

位、企业发布榜单，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揭榜项目超过 30%。同时，在院内尝试项目“赛马制”，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优机制，项目

的完成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