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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科技迈入世界第一方阵，科技成果实现“点石成金”——

农 民 挑 上 了农 民 挑 上 了““ 金 扁 担金 扁 担 ””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版编辑 黄晓芳 陶 玙 美 编 王子萱

稳消费需多方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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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举行的春大豆新品种专场拍卖

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选育的

8 个大豆新品种经营权以 3000 万元转让给竞

拍企业，科技成果实现“点豆成金”。日前，中

国农科院国家南繁研究院“作物表型组学研

究”“野生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等 7 个创

新团队正式入驻三亚，展开科研育种工作。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超过 61%，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6%，自主选育品种占 95%，粮食单产提高对

总产增加的贡献率超过 66%，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2%，农业科技已成为引

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劲引擎。10 年间，我

国农业科技水平已从世界第二方阵迈入第一

方阵，处于发展中国家领先地位。

科技引领农业不断升级

盛夏时节，蓝莓、杨梅让人垂涎。近年来，

特色浆果产业年均增速达 30%，成为重要的乡

村特色产业。但是，由于浆果采后保鲜难度

大，损失率高达 40%至 50%，且在加工过程中

品质易劣变，营养流失大，产业发展受到严重

制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郜海燕团队研创了

特色浆果高品质保鲜与加工关键技术，使得腐

烂率降低 50%。这项成果在去年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上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今年以来，成果加快应用于主产区和浆果

加工企业，成功实现了产业化。

“农业不加工，到头一场空”。过去，受制

于加工技术，农产品加工普遍同质化，精深

加工不足，加工转化率低。中国农科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忠说，针对加工的科

技短板，全国 300 多家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

成立了国家农产品加工产业科技创新联盟。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立农产品

绿色加工技术体系，开发形成了 4 大类、22

个中类、57 个小类共计数万种食品。加工技

术在全程冷链、精深加工、营养健康等领域

快速发展，推动了农产品加工业质量提升。

上半年，全国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3.3%。

科技引领农业迈向设施高效，让“菜篮子”

生产打破了季节和地理限制。近年来，我国农

业设施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加快发展，高

光效低能耗 LED 植物工厂在北京、广东、山东

等地推开；立体高效密闭式畜禽养殖环境控制

技术进展加快；集装箱生态养鱼、循环水工厂

化养殖等绿色模式逐步优化。目前，我国已经

成为世界设施农业第一大国，设施农业产值占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例达 44%，保障了周年

供应。

随着农机农艺和信息技术融合，智能农业

装备加速应用，自动驾驶、农业机器人和无人

农场异军突起。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

司副司长王甲云介绍，目前，我国小麦生产基

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水稻、玉米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超过 80%，北斗卫星导航自动驾驶播种

每千米垂直误差小于 3 厘米，无人飞机植保提

升作业效率超过 60 倍。在智能农机、无人机

植保服务、农业物联网和农业大数据等领域，

我国占全球产值比重超过 30%。

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待强化

“总体来看，农业科技整体跃升具有多方

面优势，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农业农村部

科技教育司司长周云龙说，部分前沿和交叉领

域基础研究和底盘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重要种源、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等

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和产品自主可控能力不强，

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不够。高效集成的科研

攻关组织模式亟待构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

率亟待提升，涉农科技领军企业创新能力亟待

提 高 ，科 研 机 构 和 科 技 人 才 评 价 体 系 亟 待

完善。

“十三五”以来，江苏省有 17 个水稻品种

列入农业农村部超级稻名录，数量占全国八分

之一；畜禽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数量达 19 个，

居全国第二位。但是，该省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不突出。江苏省农业农村部门分析

原因时认为，长期以来，江苏农业科技与人才

资源主要集中在科研高校，院校间相对独立、

分散，存在“资源孤岛”现象，优势没有充分发

挥。同时，农业科研市场导向不明显，科研与

生产需求脱节，导致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不足，辐射面不广。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在农业科技方面也面

临常规技术多、高端成果少的情况。河北省农

业农村厅的一份报告显示，受科技管理条块分

割体制和成果立项评价机制等因素制约，各研

发单位重复投入等问题依然存在，导致低水平

科技成果多，突破性新品种新技术少，有效供

给不足。在品种培育上，高产品种多，专用品

种、特色品种、高附加值品种少；在技术研发

上，单项常规种养技术多，综合配套精深加工

技术少；在农机装备上，主要农作物机械化水

平高，设施农业、畜牧业、林果业、渔业等领域

机械化水平低。

日前，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获批。截至目前，吉林省已建成农业

农村部重点实验室、观测试验站等 29 个。吉

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已建

成一批农业科技创新、科技服务、成果中试

及转化平台，但缺乏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水

平区域性平台，现有平台各自为战，重复建

设，高效的共享机制尚未形成。同时，农业

科技领军人才匮乏，与农业大省地位不匹

配。农业科技人才薪酬水平相比其他省份缺

乏竞争优势，本土培养的部分领军人才留

不住。

持续激发创新体系活力

在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化镇新

庄村的长洪农庄，葡萄挂满枝头，早稻和南酸

枣苗竞相生长，加之无人机精量技术的应用，

让农庄在果香稻香之外又添“科技香”。这离

不开科技服务团。

江西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经开区科技服务团牵头人吴南生说，去年，经

科技服务团努力，江西省作物学会与长洪农庄

签订作物科技服务合作协议，在村里建立科技

服务站。一年多来，科技服务团和服务站为农

庄提供了水稻新品种、猕猴桃良种、南酸枣种

苗，实现了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双赢。

在位于山东省临清市老赵庄镇的鑫元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一个个花菇见证了企业两

年来的创新努力。从外购菌丝菌棒，到成立

科研团队，自主培育菌种、生产菌棒，经过

多次试验，花菇科研团队终于确定在当地生

长的适合温度湿度，实现“南菇北种”。如

今，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可及时调整温度湿

度，达到两季出菇的水平。公司负责人王明

岐介绍，现已建成 9 个大棚，采摘、烘干、

物流等环节都顺畅。接下来，将开发花菇加

工技术，生产花菇酱、花菇面条等，扩大花

菇产业效益。

周云龙说，近年来，我国建立了以国家农

技推广机构为主导，农业科研院校、社会化服

务组织等广泛参与的“一主多元”农业技术推

广体系。目前，全国共有农技推广机构 5 万

家，约 50 万人，65%左右有大专以上学历，75%

以上有专业技术职称。各地积极探索完善公

益性推广与经营性服务融合发展机制，支持农

技人员进入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提供

增值服务并合理取酬，引导扶持多元主体开展

个性化、精准化服务。

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合成认为，要

持续激发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活力。以问题为

导向，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农业科技服务

主体以及农业科技应用主体一体推进的协同

创新体制。以市场有效需求为导向，引导农业

科技创新，打通田间地头到实验室的逆向创新

链条，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通过研

发合作、技术转让、技术许可等形式，推动农业

科技成果与农业产业需求有效对接。

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

克服多重压力挑战，主要指

标止住下滑态势，实现企稳

回升。从近期经济运行情况

看，基础设施投资明显加快，

汽车等大宗消费显著回升，

物流人流更加畅通。随着一

揽子稳增长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经济运行有望继续改善。

长期积累的雄厚物质基

础和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增

强了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的底气和信心。未来一个时

期，我国国内市场主导国民

经 济 循 环 的 特 征 会 更 加 明

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

不断释放。但当前经济恢复

的基础还不稳固，外部不稳

定 性 不 确 定 性 因 素 仍 然 较

多，下半年要继续全力做好

扩大内需这篇文章，特别是

要稳住消费基本盘。

现阶段，疫情对国内需

求的抑制依然比较明显。调

查显示，6 月份反映市场需

求不足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

49.3%，非制造业企业比重为

51.6%。这表明，虽然市场需

求有所恢复，但企业对市场

需求不足的感受依然强烈，

特别是受疫情影响的消费需

求 恢 复 力 度 仍 有 待 进 一 步

加强。

消费对经济具有持久拉

动力，扩消费既有利于提升

群众生活水平，又能带动就

业、投资和产业升级。今年

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

素影响，消费特别是接触型

消费恢复较慢，服务业领域

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面临较多困难。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以及促消费政

策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正在逐步回暖。6 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1%，在经历 3 个月负增长之

后实现由降转升。

进一步稳住消费基本盘，既要促恢复也要挖潜

力。立足当前，要继续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采取有力举措促进消费回补，提振消费信心。就

业稳、收入稳，消费才能稳，要围绕稳市场主体稳就业

保民生，落实好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

运输等特困行业纾困扶持措施，让广大市场主体更有

获得感，让消费者切实得实惠。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进一步畅通大动脉

和微循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汽车、家电和餐饮等是传统消费的重要支撑，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0%以上，要做好基本消费品保

供稳价，鼓励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有序开展各类消

费促进活动。近期，北京、广东、贵州、江苏等多地发放

消费券，涉及餐饮、旅游、家电、新能源车等多个领域，

有的消费券一经推出即被抢空，反映出前期被抑制的

消费需求亟待释放以及市场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

我国消费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未来消费将更趋多元化、

个性化、品质化。着眼长远，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

约消费的障碍，积极推进实物消费提质升级，加力促进

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持续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

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充分

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加快

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

近日，中国稀土集团与有研集团在北京签署

《共建稀土创新基地合作协议》，深化稀土产研资

源专业化整合，共同打造世界一流稀土科技创新

平台。业界普遍认为，两家央企均为我国稀土领

域“国家队”，推进深度融合、强强联合，是聚焦服

务国家战略，以打造产业链“链长”和原创技术策

源地为支撑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大举措，将有

力促进稀土行业高质量发展。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广泛应用于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现代交通、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对发展现代高新技术和国防尖端产业、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在我国稀土业加快由大到强转变的背景下，国资

央企的动向颇受关注。

2021 年 12 月 23 日，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在江西赣州成立。中国稀土集团是在中国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赣州稀

土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稀土资产重组整合的基础

上，引入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研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组建的以中重稀

土为主的大型稀土集团。该集团具备稀土全产

业链发展能力，致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稀土企业集团。

这家新央企成立半年多来，整体保持稳健发

展态势，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中国稀土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3.89%，利润总额同

比增加 64.57%，净利润同比增加 53.03%，上缴税

费同比增长 90.99%；6 月末，集团资产规模比年

初增长 3.72%；资产负债率比年初下降 6.08%。

有研集团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综合实力雄

厚的研究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机构。有研

集团的稀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我国从事稀土

研究最早、科技成果及转化较多的单位之一，先

后向行业输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

共性关键产业化技术，援建了多家大型稀土企业

和研发机构，培养并向行业输

送了一批批高层次创新人才，

60%以上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成

果转化，是我国稀土工业技术的主要发源地。

新形势下，稀土科技创新工作重要性进一步

凸显。通过本次合作，两家企业将围绕服务国家

战略，在稀土资源开发利用、稀土永磁材料、稀土

催化材料等领域深化科研力量整合，在人才培

养、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合作方面实现新突

破，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稀土材料工程技术创新

中心，切实增强对稀土材料产业链供应链的掌控

力和影响力。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敖

宏表示，期待以此次共建稀土创新基地为契机，

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和范围，拓宽合作方式方

法，真正解决一批稀土行业普遍性、关键性、共性

问题和难点，进一步夯实我国稀土产业的全球优

势地位，真正把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维护稀

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体现在

合作成果上。

有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晓晨表示，有

研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人才和平台等方

面的特色优势，加快突破稀土领域“卡脖子”关键

技术，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全力支持中国

稀土集团产业链“链长”建设，实现策源地与“链

长”同频共振、同向发力，通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稀

土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和高端产业链集群。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9875 亿元，

执 行 额 6454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3% 和

14.3%。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5473

亿元，执行额 360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7%

和 10.0%。

从业务结构看，上半年，我国企业承接离

岸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知识流程外

包执行额分别为 1553 亿元、642 亿元和 1413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2.9%、17.8%和 15.2%。

从区域布局看，上半年，全国 37 个服务

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4911 亿元，执行额 3295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10.5% 和 10.6% ， 分 别 占 全 国 总 额 的 89.4%

和 90.9%。

从企业性质看，上半年，民营企业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1111 亿元，占全国 30.8%，

同比增长 33.2%，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 23.2 个

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

行额 1607 亿元，同比增长 8.5%，占全国 44.6%。

从吸纳就业看，截至今年 6 月底，我国服

务外包累计吸纳从业人员 1440 万人，同比增

长 7.9% ，其 中 大 学 及 以 上 学 历 927 万 人 ，占

64.4%。上半年，服务外包新增从业人员 45 万

人，同比增长 1.1%，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 29 万

人，占 65.5%。

我国承接服务外包同比增 12.3%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工人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屈姑国际农业集团黄桃深加工车间生产线上忙碌工人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屈姑国际农业集团黄桃深加工车间生产线上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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