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赋能农业

上海农业科创谷启动

在科技创新引领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目前“凝聚

科创力量，共塑农业未来”上海农

业科创谷推进会在上海市奉贤区

召开，会议上发布《上海农业科创

谷总体规划 （

2024-2035

年）》。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

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奉贤

区人民政府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共同主办。

上海市副市长陈宇剑表示，

在农业农村部指导下， 奉贤区市

科委、 市农业农村委和市农科院

对标国家战略要求， 立足上海发

展需要，聚焦科技

+

服务，提出以

国际一流标准打造上海农业科创

谷，形成了明确了发展规划，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农业

科创谷正式运行， 为上海农业科

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又一个重要平

台和载体。

近年来， 上海咬定率先基本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坚持聚

焦科技生态赋能， 持续加大农业

科技创新投入， 加强农业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 在推动实现高水平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取得了积

极成效。 在农业农村部开展的农

业现代化水平和都市现代农业发

展评估中，连续多年排名第一。 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80%

，但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创新活力、

质量效益、 产业融合等方面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

近期，上海市政府印发了《关

于加快推进本市科技农业创新的

实施意见》，对现代科技支撑现代

农业发展做出具体部署。 未来，将

紧扣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功能，

在加快塑造农业发展新优势、新

东盟上取得新成效， 要切实抓好

农业科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

持续围绕重点领域、集中攻关、加

速突破， 助力我国农业科技水平

和国际影响力、 竞争力的整体提

升， 要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充分发挥科创谷的桥梁、纽带

和平台作用，以打造市场为主导、

企业为主体， 政府部门积极参与

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为目标，优

化农业科技成果资源配置， 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 形成农业新质生

产力。

奉贤区委书记袁泉介绍 ，奉

贤地处上海南部， 也是上海乡村

振兴的主战场。 农村地区占区域

面积达到

80%

， 每年要为全市供

应

10

万吨大米、

20

万吨蔬菜，是

上海重要的米袋子、菜篮子，也是

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学。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 上海要在一些比较难

的领域率先创新突破， 奉贤作为

国际大都市的农业大区，有基础、

有责任、勇担使命。

同时， 奉贤拥有农业科创和

空间优势。 上海农科院为农业科

技创新策源、 农业新品种培育提

供了坚实基础。 同时华东理工、上

师大、应技大等九所高校集聚，与

交大、华师大仅一江之隔。 同时还

与复旦、同济、海洋大学、南农等

全国知名高校院所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 首期已拿出

5

万方作为

首发，后续将和农科院推出

20

多

万方空间来吸引优质农业科创企

业，打造高校功能平台，欢迎创业

团队来奉创新创业。

上海农业科创谷将以生物技

术、人工智能底层技术为支撑，通

过跨界融合， 高标准增强农业基

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 推动基

因编辑、合成生物在种源 、食品 、

农药、疫苗等领域应用，促进新一

代安全核心技术快速应用于农业

领域。 同时，在推动做大做强上海

农业产权交易所， 加快推进中欧

地理标志跨境平台建设， 促进农

业要素高效流动， 形成政府

+

企

业

+

科研机构的创新发展新模

式。 当前已经有

70+

的项目对接

成功，

10+

的项目在落地。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主任冯志

勇， 上海市交易集团总裁管小军

为上海农村产权交易所揭牌。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农业信息

化专家赵春江， 南京农业大学校

长陈发棣，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反

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

立新， 北京深势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

CEO

孙伟杰作主题演讲。

为了进一步构筑农业科技创

新的四梁八柱， 由农业农村部规

划设计研究院牵头，编制了《上海

农 业 科 创 谷 总 体 规 划

（

2024-2035

年）》。 上海农业科

创谷依托奉贤区美丽健康产业特

色，将服务三农发展、服务产业转

型、服务科学研究，成为立足大上

海、服务长三角、赋能全中国，国

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健康农业科

产创新中心。

据悉， 上海农业科创谷拥有

“

1+N+X

”的空间格局，即

1

个农

业科创策源核，

N

个新质产品制

试区，

X

个科技农业示范点，致力

于打造核心种源、生物基因、植物

萃取、 农业智能设施装备四大科

产集群。 未来，科创谷将营造一流

创新环境，开放共享协同发展，培

育健康农业品牌， 加强人才引育

集聚， 进一步推动科技赋能农业

发展，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

坚实保障。

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 奉贤

区人民政府、 金山区人民政府和

上海交易集团共同推动， 上海农

村产权交易所顺利重组。 重组后

的上海农村产权交易所落户在科

创谷， 将重点发挥农业农村资源

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功能， 加快推动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和农村产权交易工作。

（沐一帆 轩召强 文

/

图）

临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校地联动 播种农业科技梦

青春献乡野， 科普助振兴 。

2024

年

7

月份以来，安徽临泉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陆续接待了中

国科技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安

徽农业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阜

阳师范大学等高校学子

200

多

人次来此开展暑期“三下乡 ”社

会实践活动。

在园区核心区，学生们通过

参观农业科技成果展示中心，实

地调研园区大豆试验基地 、有机

类肥料试验基地 、 园艺种业基

地、 花境植物种苗繁育基地 ，考

察新品种扩繁情况 ，和基地项目

负责人围绕粮油种业、 园艺组

培、蔬果瓜菜等种植技术及产业

化情况进行交流探讨 ，并亲身参

与到农业生产活动中去 ，把课堂

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让他们不仅学到了丰富的农业

知识 ， 也对园区内科研项目进

展、科研成果应用以及联农带农

成效有了详细而深入了解。

临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

理服务中心主任谭夏表示，园区

将持续立足农业资源禀赋、依托

科创资源富集优势，以农业产业

和科研成果为载体，面向大中小

学生们积极开展以“了解科技创

新成果 、 开展现场科普传授 、收

获自然农业知识 、实践体验农业

生产、传承知农爱农情怀 ”为导

向的“现代农业

+

科普教育”的

科普教育活动 ，引导和教育广大

学子们“厚植爱农情怀 ，练就兴

农本领。 ”同时，园区将积极探索

农文旅产业功能深度交融发展

新路径 ，进一步做好“农业科技

+

研学文旅 ” 场景融合发展的

“大文章”，为加快推进临泉农业

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闫刚阳 张玲芝）

给现代农业插上数字翅膀

当下，科技正成为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重要驱动力。 相比依靠经验的传统农业生

产， 如今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 让农民在种植、养

殖、加工等方面，更加精准可控。 在此背景下，“农

业数字化技术员”等相关新职业应运而生。

新需求诞生新职业。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

型升级，数字化、智慧化成为发展新趋势，对于农

业相关数据的采集、 分析和应用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在充分掌握农业生产相

关知识的基础上，应用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为

种植、养殖等生产作业环节，提供更加智慧化的解

决方案，推动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实现农业高质

量发展。

新职业前景广阔。 从提升生产效率的角度上

说，越来越多的农业从业者更加重视数字技术的应

用，需要更多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为产业赋能。 同

时，作为新职业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其工作标准

和培训路径不断完善， 职业认定和评价稳步推进，

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在持续拓宽。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既为相关从业者提供了实

现人生价值的广阔舞台，更要求他们不断提升职业

技能，以适应时代的新变化。 如今，以“农业数字化

技术员”为代表的“新农人”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为

农业插上了数字的翅膀，也让更多农民享受到农业

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窦皓）

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嘉丰镇秦庄村， 依山傍

水、风景秀丽、乡风文明、村民朴实。 这里水源充

足，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是当地小麦的主产区。

秦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国栋， 热爱农村热爱家

乡。“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给老百姓真真实实地做点

实事。 ”赵国栋认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产业振

兴。 秦庄村是个纯农业村，近年来，秦庄村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农业，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在规模化种

植、机械化作业的大力推广下，农作物的产量和质

量逐年上升，老百姓的收入也逐年上涨。现在，他们

已从规模化种植到机械化作业，从种植、收割到加

工、销售，发展成一条龙产业链条。 对于未来，赵书

记满怀豪情，相信秦庄村能够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

得更快、更远、更好。

据介绍，秦庄村以前以种植玉米为主，现在大

力推广种植小麦，由原来的一年一季增加到现在的

一年两季，小麦收割后可以再种植大豆、葵花等，给

村民带来部分增收。

村里大力发展规模化种植，由合作社统一提供

麦种，由村民统一种植，管理，维护。 到收割季，合

作社提供收割机械服务，统一收购，及保证了小麦

的收购数量和收购品质，还能保证村民按时收割和

农业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2022

年，村里注册了“秦庄小二黑”商标，立足

于沁水“树理文化”和我村“石磨文化”，选取人物

“小二黑”，再加上村名“秦庄”成立品牌。

秦庄村由原来的秦庄村和磨掌村合并而来，全

村有

365

户

965

人，耕地

2600

余亩，地理位置得天

独厚，多为高岭旱地，昼夜温差大，种植粮食作物营养

丰富，口感纯正。 秦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产品深加

工项目，由秦庄村党支书领办，沁水县益农食品有限

公司运行，投资约

110

万余元，占地

2.5

亩，厂房

540

平方米，主要有生活区和生产区。 生产区有更衣消毒

间、原料储存间、粮食粗加工间、深加工生产车间、包

装材料间、包装间、成品储存间、化验室等。 自运行以

来，月销售额突破

10

万元，产品远销北京、上海等一

线城市，深得消费者认可，市场反响普遍较好。

早在战国时期， 长平之战白起将军屯兵武安、

屯城，秦庄村驻兵，所以起名为“秦庄”；磨掌村推磨

和打马掌，所以起名为“磨掌”，我们临村马庄养马，

所以起名为“马庄”。我们磨掌村至今仍保留着用传

统石磨石碾来制作各种美食的传统。

“秦庄小二黑”石磨石碾系列，经选本地高岭旱地

优质小麦为原料， 采用古老石磨石碾低温低速碾磨，

避免了现代机械生产中高温高速对营养品质的破坏，

充分保留了粮食原有营养价值和微量元素，产品纯天

然无提取无添加，色泽自然，香味浓郁，口感劲道，营

养丰富，让您真正品尝到儿时甜甜地麦香味道。

未来，他们将实施秦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产

品深加工扩建项目，实现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

打造秦庄村千亩冬麦种植基地，不断优化生产工艺

及生产规模，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

条。 （张明）

山西沁水：

石磨面粉“秦庄小二黑”

“磨”出村民新生活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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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科技正成为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重要驱动力。 相比依靠经验的传统农业生

产， 如今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 让农民在种植、养

殖、加工等方面，更加精准可控。 在此背景下，“农

业数字化技术员”等相关新职业应运而生。

新需求诞生新职业。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

型升级，数字化、智慧化成为发展新趋势，对于农

业相关数据的采集、 分析和应用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在充分掌握农业生产相

关知识的基础上，应用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为

种植、养殖等生产作业环节，提供更加智慧化的解

决方案，推动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实现农业高质

量发展。

新职业前景广阔。 从提升生产效率的角度上

说，越来越多的农业从业者更加重视数字技术的应

用，需要更多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为产业赋能。 同

时，作为新职业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其工作标准

和培训路径不断完善， 职业认定和评价稳步推进，

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在持续拓宽。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既为相关从业者提供了实

现人生价值的广阔舞台，更要求他们不断提升职业

技能，以适应时代的新变化。 如今，以“农业数字化

技术员”为代表的“新农人”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为

农业插上了数字的翅膀，也让更多农民享受到农业

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窦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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