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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松林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推动我省建设国家特种农产品

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 答复如下： 

  一、关于组建农业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有关情况 

  2022 年 6月，省科技厅按照省领导批示要求，牵头谋划组建国家肉牛技术

创新中心。2022 年 7月，组织相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召开座谈会，对创新

中心的功能定位、建设基础、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研讨。2023 年 2月，

在充分调研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情况的基础

上，编制完成了《国家肉牛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方案》。同时，组织依托单位省

农科院赴正在筹建的国家半导体激光技术创新中心(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筹建)和 国家数智化汽车技术创新中心(依托一汽集团有限

公司筹建)考 察学习。 

  2023 年，由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科技部职能调整，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

设工作须征求相关部委意见。同时，中央科技委员会开展清理规范国家级创新

平台工作，科技部成果司需理顺审批流程后方可实施。2024 年，省科技厅两次

带队专程到科技部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在具体交流过程中得到的反馈情况

是：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需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重大科技成果示范应用，

并由行业排名前三(全国)的企业牵头组建。 

  二、关于对“推动我省建设国家特种农产品技术创新中心的 建议”的答复 

  (一)在平台建设方面 

  建设国家特种农产品创新平台，对于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提升产品

质量、完善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集聚、助力乡村振兴与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近年来，省科技厅积极培育人参、食用菌、梅花鹿等领域省级科技创新



中心，为组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储备科技力量。培育建设“吉林省人参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吉林省食用菌科技创

新中心”“吉林省野生食药用菌资源保护与利用跨区域合作科技创新中

心”“吉林省梅花鹿精准检测产业化跨区域合作科技创新中心”“吉林省特种

经济动物生物制品科技创新中心”“吉林省特种经济动物种质资源遗传改良科

技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吉林省特色资源健康产品与医用材料科技

创新中心”等 8 个科技创新中心。省教育厅在全国率先实施“一省一校一所”

农科教一体化改革，支持吉林农业大学联合省内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吉林

省新农科长白山创新学院、肉牛及现代农业产业学院协作体，推动区域农业科

教资源高度整合，为农业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创造了优质平台。 

  (二)在人才培育方面 

  省教育厅高度重视高等农林教育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积极服务我省农业

现代化建设。一是保持高等农林教育适度规模，截至 2024 年，省内本科高校拥

有农学类本科专业在校生 1.3 万余名，农业工程类、林业工程类、食品科学与

工程类、中药学类、 农林经济管理类等涉农本科专业在校生 1 万余名，可基本

满足我省农业现代化及农业产业发展的潜在人才需求。二是引导省内涉 农高校

深化农林教育供给侧改革，加快布局服务我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农科专业。

截至 2024 年，已布局智慧农业本科专业点 2 个，菌物科学与工程、农业智能

装备工程、食品营养与健康、生物育种科学本科专业点各 1 个，并依托吉林农

业大学成立菌物 学院、建设菌物学特色高水平学科，集中力量打造食药用菌特
色产业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高地。此外，省科技厅联合省委组织部、 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共同谋划启动了科技人才助

力企业创新跃升三年行动，计划利用 3年时 间，每年选派 200 名科技人才到企

业兼任 2年“科创专员(科创 副总)”,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人

才培养，着力 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截至目前，为人参、 

梅花鹿、食用菌相关企业选派科创专员 21 人。 

  (三)在研发项目谋划部署方面 

  省科技厅充分利用省科技发展计划，聚焦人参、梅花鹿、食用菌等特色资

源产业创新发展，支持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吉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高
校院所联合企业开展科研攻关，2024 年，支持相关科研项目 15 项，累计投入

经费 630 万元。与此同 时，省科技厅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人参产业高质

量发展有关部署安排，加大人参产业科技创新工作力度。一是加强基础研 究布

局。重点围绕人参物质基础、作用机制等方面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为形成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推动人参新药创制与产品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经积极努力，已在 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中增设了

人参集成项目，资金规模 2000 万元，重点解决林下山参功效物质不清楚、作用

机制不明晰等问题。二是强化聚焦产业“卡脖子”技术的聚力攻坚。重点围绕

林下山参和园参种质资源、种植加工、检验检测及鉴定设备、精深加工、产品

开发等影响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和难点问题，组织实施人参产业聚力攻

坚专项，每年投入 8000 万元，力争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开发一批附加值高、市

场竞争力强、应用前景广阔的创新产品，提升人参产业经济和社会效益。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在科研项目、人才培育、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升特种农

产品产业创新能力，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同

时，积极与国家科技部相关司局沟通，及时汇报我省人参、灵芝、食用菌、梅

花鹿等特色产业发展战略，争取早日获得在吉林省部署建设国家特种农产品技

术创新中心的机会，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省特种农产品发展的关注与支持。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5 年 5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