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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蔬菜报综合报道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
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2024—2028
年）》 通知，自 2024 年起至 2028
年，我国将聚焦十大重点领域，加快
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十大重点领域具体包括农业新品
种培育、耕地质量提升、农机装备研
制、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畜禽水产疫
病防控、高效种植养殖、绿色低碳农
业、农产品加工与食品制造、农产品
质量安全、乡村发展。

据了解，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已整
体迈进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超过63%。文件指出，当前，
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一
轮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大的突破，
农业科研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
叉融合不断发展，基因编辑、合成生
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持续迭代，
引领世界农业科技前沿走向，促进农
业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针对每项重点领域，文件提出主
要目标，细化重点方向。

在农业新品种培育方面，主要目
标以种质资源保护为基础、自主创新
为核心、供种安全为底线，集中力量
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
推动育种技术体系迭代升级和生物育
种研发应用，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优良品种，加快实现重要农产
品种源自主可控，筑牢农业现代化的
种子基础。重点方向：（1）开展农业
种质资源收集引进、保护与精准鉴
定，发掘调控产量、品质、耐逆、抗
主要病虫害等重要性状的关键基因，
解析育种重要目标性状形成的遗传机
理，加大农业生物与环境互作模式研
究，阐明产量与品质、抗性、资源效
率协同提升机制。（2）研发和拓展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准化基因编辑工
具，强化全基因组选择、智能设计等
育种关键核心技术开发。（3）培育高
产优质、多抗广适、节本增效的水
稻、小麦、玉米等品种及耐盐碱作物
品种，高油高产大豆、高产高油短生
育期油菜等油料作物品种，以及优质
高产多抗广适的经济作物和饲草品
种。（4）培育繁殖力强、饲料转化率
高、适应性强、抗病、肉品质优良、
生长速度快的生猪品种，高产优质、
适应性强、抗病牛羊品种，生产性能
高、肉品质好、抗病力强的白羽肉鸡
品种，以及优质、节粮、高产特色蛋
鸡品种。（5）建立水产动物生殖干细
胞精准移植与单性新品种创制技术体
系，培育适应高度集约化养殖的速生
抗病（逆）优质水产养殖新品种，开
展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繁育技术
研究。（6）开发自主可控的智能化种
质资源储存、生理生化指标测定、表
型数据采集分析以及智慧育种的核心
大模型、系统与装备。

在耕地质量提升方面，主要目标
包括建立健全耕地保育关键技术体
系，加强黑土地保护、退化耕地治理

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促进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协同提
升，以科技创新支撑实现“藏粮于
地”，牢牢守住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重点方向：（1） 探明耕地质量
演变规律及主要驱动机制，解析土壤
侵蚀、贫瘠化、酸化、盐碱化、板结
化、土传病害等障碍消减关键过程与
机理，明晰土壤与植物互作、水分养
分循环利用、生物多样性维持、生物
培肥与碳汇偶联的机理机制。（2）研
发黑土地保护利用、盐碱地综合改造
利用、土壤酸化治理、土壤有机质提
升、土壤压实板结消减、多熟区连作
障碍消减、有害因子去除等关键技
术。（3） 研发耕地残膜、有机污染
物、新型污染物等消减与绿色阻控技
术，以及健康耕地培育与生物多样性
恢复技术。（4）研制新型肥料、功能
生物有机肥、土壤复合调理剂、精准
高效施肥及水肥一体化等重大产品及
其配套装备。（5）研发支撑智慧农业
的土壤快检技术，构建数字土壤信息
技术体系、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体
系，建立健康耕地评价系统与预警预
测平台。（6）集成耕地质量与产能协
同提升技术模式。

在农机装备研制方面，主要目标
包括聚焦大型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
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重点方向，突破
一批标志性整机装备和关键零部件，
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与农机装备融合应用等。

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方面，主要
目标包括加快揭示主要农作物有害生
物暴发成灾机制，加强监测预警技术
体系建设，创新绿色防控技术产品，
建立综合防控技术体系，有效应对主
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重点方
向：（1）探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耕
作制度变革、气候条件变化、外来物
种入侵等新形势下主要农作物重大病
虫害的发生演替规律和灾变机制，阐
明植物—微生物—害虫—天敌昆虫四
营养级间互作机制，解析作物抗病虫
害机制并挖掘抗性资源。（2）持续创
新大区域、长时效、智能化的农作物
有害生物的检测、监测和预警技术体
系。（3） 推动生物防治、植物免疫、
信息素防控、理化诱杀、信息迷向及
生态调控等技术迭代升级，创制绿色
农药、RNA 生物农药、信息素诱控
剂、微生物农药等新产品。（4）创新
病虫害智能识别技术，研发病虫害智
能监测、精准对靶施药等智慧植保新
装置新装备。（5）创新农作物抗病虫
性评价与抗性治理体系，建立入侵新
发突发有害生物的主动防御体系，构
建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全程防控综
合技术体系。

在畜禽水产疫病防控方面，主要
目标包括加快突破重大疫病发生流行
的基础理论研究，增强畜禽水产疫病
防控关键技术原始创新能力，创制安
全高效疫苗新产品等。

在高效种植养殖方面，主要目标
包括以粮油棉糖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高效设施种植、畜禽水产集约化
养殖为方向，集成创新适应不同生产
场景的系统化技术体系，构建绿色智
能高效生产模式等。

在绿色低碳农业方面，主要目标
包括加快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应
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构建生态循环
农业技术体系，推动投入品减量化、
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
式生态化，不断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
水平。重点方向：（1）解析种养业温
室气体排放、面源污染特征机理、迁
转规律和源头追溯，建立种养业环境
足迹评估方法规则、标准体系和背景
数据库。（2）突破农业面源污染物降
存减活与迁移阻控技术。（3）创新秸
秆还田增碳和生物质能等多元利用、
粪肥种养循环与农业生态系统控污减
排协同等关键技术和产品。（4）科学
评价草原放牧、近海捕捞、大水面生
态渔业等畜牧业、渔业生态系统承载
能力，开发高效生态增养殖技术和可
持续渔业捕捞技术，形成畜牧业、渔
业资源精准管理模式。开展近海渔业
资源监测评估，发展基于环境DNA、
物联网、声学等的新监测评估技术，
为主要渔业种类限额捕捞和总量控制
提供支撑。（5）开发农业生产温室气
体减排新路径，构建气候智慧型技术
模式，提升农业生态系统增产增汇减
排能力。

在农产品加工与食品制造方面，
主要目标包括突破全加工周期的品质
精准调控、资源减损提质和智能高效
制造等关键技术瓶颈和装备，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等。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主要目
标包括创新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质量
安全监测、风险评估、膳食营养等关
键技术体系，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为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
营养健康需求提供更好科技保障。重
点方向：（1）开展新型污染物、生物
毒素、过敏原等危害物和潜在有害代
谢产物靶向筛查与精准确证，阐明安
全风险的相关机理。（2）开展替代蛋
白等质量安全与营养功效评价研究，
阐明新资源的安全性。（3）研究农产
品中功能性成分的高效识别、深度发
掘及活性保持技术，针对特定人群的
健康需求，优化推进安全营养农产品
组合的膳食方案。（4）研究多维时空
安全、营养与感官品质在线评价、质
量控制、真实性检测技术，研发智能
化监控、识别、分级的一体化设备及
系统，实现名特优新农产品分等分
级、真伪鉴别与溯源。（5）构建新型
危害物识别元件库，建立农产品质量
安全快速检测系统，构建全链条风险
因子高效识别与主动防控关键技术体
系。

在乡村发展方面，主要目标包括
聚焦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低碳生态乡
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
理等关键技术模式，开发农业多种功
能、乡村多元价值，为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提供更多科技供给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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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创新聚焦十大重点领域
国能寿光电厂
荣获“科技创新
突出企业”

□王召鹏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山
东省电力行业协会与山东
省电力科学技术协会联合
评选中，国能寿光电厂荣
获“科技创新突出企业”
称号。

寿光电厂持续完善科
技创新体系，积极与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开展交流
合作，依托重点工程和科
技攻关项目，培养科技创
新人才。5G工厂项目入选
国家工信部 2024 年 5G 工
厂名录；《火电厂5G专网
安全研究与应用》 和 《信
创服务器超融合平台建设
项目》 入选中国电子企业
协会典型案例；“燃煤锅炉
掺烧生物质燃料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中
国电机工程学会科学技术
成果鉴定，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国能寿光电厂
两政研项目获评
创新典型案例

□王召鹏报道

本报讯 2 月 17 日，
国能寿光电厂 《基层工会

“223”工作法的探索》 和
《“星光”党建构建企业
高质量发展红色矩阵》 政
研项目，获评中国电力企
业管理杂志社2024年度电
力行业工会重点工作创新
典型案例。

寿光电厂坚持将党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
为企业发展优势，打造

“星光”党建品牌，争做
“星光”电力先锋，创建高
质量发展示范企业，打造
党建工作红色矩阵，进一
步发挥能源供应稳定器、
压舱石作用。工会运用

“223”工作法，全面提升
职工幸福感和企业凝聚
力。通过提案征集与反
馈、网上普惠服务机制，
推进“暖心工程”“健康国
能”工程，通过创新工作
室、强化班组建设、开展
劳动竞赛，提升了职工责
任感、安全感，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