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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娟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吉林省农业未来产业培育

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并商省农业农村厅、 省工信厅，现答复如下： 

  一 、对“建议 1:加强未来产业发展技术预见。”的答复 

  近年来，省科技厅依托吉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强吉科智库建设，形

成了以《科情早报》《科情要报》《科情专报》为代表的系列简报，收集并发

布包括农业领域在内的各类前沿科技信息，供相关部门参考，为加强未来产业

发展技术预见提供信息支持。2022 年以来，围绕黑土地保护利用、盐碱地综合

治理科技创新，启动实施“吉林省黑土地保护与高效利用科技创新重大科技专

项”“吉林省农产品绿色生产科技工程重大科技专项”“吉林省盐碱地高效治

理与综合利用科技创新重大专项”3个重大科技专项，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2000

余万元。2024 年，聚焦耕地质量保护等农业领域，系统部署重点研发项目 113

项，累计投入经 费 5650 万元，为农业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另

外，为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吸引聚集全国优势科研力量，更好融

入国家创新发展大局，提升吉林相关领域整体创新能 力，2023 年，争取“黑

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专项 松嫩平 原南部薄层黑土区肥沃耕层构建与产能

提升技术集成和示 范”“主要作物丰产增效科技创新工程专项——松嫩平原春

玉米 规模化丰产增效及产业化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年度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部省联动项目 2 个，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3997 万元， 我省配套资金 2000 万

元。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聚焦现代种业、耕地保护、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关

键领域，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谋划布局，力争在农业领域产出一批突破性、标

志性科技成果。同时，着力打造专业化科技智库基地，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

条的信息服务体系，为科研主体提供政策解读、技术咨询等多元化服务。深化

“政产学研”协同机制，搭建高校院所、企业、金融机构深度对接平台，推动



高校院所、企业、金融机构建立交流合作渠道，强化成果应用与产业需求衔

接，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在省内精准落地、高效转化，以高质量科技供给引领农

业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迈进 。 

  二、对“建议 2:抢占农业未来产业发展赛道。”的答复 

  近年来，省科技厅在农业领域布局建设省重点实验室等农业科技创新平台

56个。2022 年，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获国务院批复建设，成为全

国 9 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之一。2024 年，新建农业领域省实验室 

——“三江实验室”, 填补了我省没有省实验室的空白，省市每年投入 2亿
元，连续支持 5 年用于实验室建设。积极谋划部署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农

机装备以及智慧农业领域科技创新工作，2024 年部署实施上述领域重点研发项

目 34 项。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聚焦农业科技创新能级提升，着力构建高水平平台支

撑体系，积极推动吉林省农科院同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共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吉

林省粮油作物试验基地，通过专项资金支持与跨区域资源整合，打造集科研攻

关、成果转化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创新平台，为农业未来产业发展筑牢平台根

基。同时，围绕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农机装备研发、智慧农业等领域，于

2025 年启动实施 30 项重点研发项目，通过优化项目布局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创新动能。省农业农村厅将优先在长春国

家农高区等建立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推广农业主导品种和水肥一体化、秸秆还
田等耕地保护主推技术，实现科研和产业有效衔接。 

  三、对“建议 3:投入国际合作开展耕地保护。”的答复 

  近年来，省科技厅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依托省内高校院所，

围绕农业未来产业培育建设了吉林省特种动植物科技创新、农业害虫生物防

治、中俄特色农业等 3 个国际科技合作重点实验室，吉林省大豆种质与品种创

新、优质食用大豆、设施农业等 6 个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以及作物高产高效与

安全生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汇聚国际各方科研力量，开展联合科研攻关，逐

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围绕培育农业未来产业，继续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创新平台(基地),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科技人才交流与培

养，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依托吉林农业大学建设的“吉林省大豆种质与品

种创新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援非项目。
将派员赴埃塞俄比亚参加第 8 届国际农科院院长高层研讨会，搭建农业科技交

流合作平台，促进中非农业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围绕《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

动计划(2025-2027)》,鼓励农业高校院所，在吉林省年度科技发展计划框架下

建设耕地保护与开发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四、对“建议 4:基于未来需求加强要素引育。”的答复 



  近年来，省科技厅在不断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研发投入的同时，逐步强化科

技创新资金引导作用，2024 年吸引企业自筹资金 3346.22 万元；深入实施科技

特派员制度，构建了全域覆盖的科技特派员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共备案省级

自然人科技特派员 1977 人，省级法人科技特派员 83 家；创新实施科技人才赋

能企业专项行动，从高校院所选派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 (科创副

总)”,覆盖全省 9 个市(州),其中，农业领域组建 331 人专家团，定向服务 270

家涉农企业，为破解企业科研力量不强、自主研发能力欠缺、缺少科技人才等

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下，省农业农村厅依托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集聚全省优势农业科技资源，聚焦黑土地保护和农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

重点围绕长春国家农高区等特色平台，加快成熟度高、生产急需、效果明显的

省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示范，加速中端农业技术模式集成。我省体系

自 2009 年至今持续建设 17 年，体系专家由李玉院士领衔、人数达到 1009 人，

在国家建设最早、影响力较大。近年来，围绕玉米、水稻、 肉牛等主粮作物和

特色产业建立省体系，覆盖农产品种类 45 种。省工信厅加快推动玉米深加工技

术研发与应用，进一步优化玉米深加工等行业工艺，大幅降低成本、节约能

源，长春美禾自主研发的低成本糖原技术及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下一步，省直相关部门将在农业领域引智引技引资方面积极加强谋划，推

动科研单位、企业在农业细分领域持续产出更多先进科技成果。省科技厅将于

2025 年启动实施农业领域重点研发项目 73 项，在农业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
育、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等领域加强关键技术研发；省农业农村厅

将围绕玉米、水稻、大豆、人参、食药用菌、肉牛、水产等产业领域，建设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15个，含首席专家 15 名、岗位专 家 125 名，为我省

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农业未来产业发展的关注与支持!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5 年 5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