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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成静 日前，2020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共评
选出264个项目、10名科技专家和1个
国际组织。此次评选呈现出新的变化
和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三省
市表现亮眼，共获得103个奖项，占总
奖项的39%。

2020年10月7日，《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了
第三次修订。修订后将科技奖励由
“推荐制”改为“提名制”，要求加强科
技奖励诚信体系建设，明确评审专家
需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良好的科学
道德，在科技活动中违反伦理道德或
者有科研不端行为的个人、组织不得
被提名或者授予国家科学技术奖，建
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禁
止使用国家科学技术奖名义牟取不正
当利益。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提名制”是国际通行
做法。提名者应当严格按照提名办法
提名，提供提名材料，对材料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负责，并按照规定承担相应
责任。

今年是该《条例》修订后举行的首
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据上述负
责人介绍，在提名制实施以前，自然科
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三大
奖的授奖率保持在30%左右。随着受
理数量的增加以及奖励数量的控制，
2020年三大奖通过项目进一步减少，
授奖率下降至14.9%，进步奖、特等奖、
一等奖较2019年度减少20%。

对此，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
认为，今年的评选更加注重质量，而且
更加强调基础研究。“尽管受奖数目变
少，但有46项成果被授予国家自然科
学奖，还包括两项一等奖，这是历年来
占比最高的一次。”薛其坤说。

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
案》，要求将三大奖的奖励对象由“公
民”改为“个人”，同时，为了奖励长期
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我国2019年首
次在自然科学奖中试点向外籍专家开
放。而今年的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则将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
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全部向外籍人
士开放。评选结果显示，最终有外籍
专家主持或者参与的5个项目获得了
今年的国家科技奖。另外，共有8名外
籍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被授予国际科
学技术合作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坚持要求提名成
果应用需满3年以上。据介绍，2020
年度获奖项目平均研究时间为11.9
年，其中研究时间10~15年的项目数量
最多，占比38.9%。一项研究成果的取
得，背后往往是科研工作者“几十年如
一日”的坚持和努力。

在此次科技最高年度盛会上，京
津冀三省市的成绩可谓亮眼，三地共
获得103项奖项，占全部奖项的39%。

本报讯 闻雅丽 11月15日，农业农村部
官网发布全国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和典型县
建设公示名单，河北省石家庄奶业全产业链
重点链、河北省隆尧县强筋麦全产业链典型
县、河北省遵化市肉鸡养殖加工全产业链典
型县、河北省献县肉鸭全产业链典型县1链3
县上榜。

全国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和典型县的
建设主要围绕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棉
花、食用植物油、食糖、猪肉、牛羊肉、乳制
品、天然橡胶等11种重要农产品和粮经作
物、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等优势特色
农产品开展。

全国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侧重于省域
范围内重要农产品）和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
型县（侧重于县域范围内优势特色农产品），
立足区域优势，在产业规模、市场份额、参与
主体、品牌传播等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并从理
念、技术、机制等多方面，引领和驱动本产业
和本区域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在政策支持方面，农业农村部将推动全
国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和典型县建设与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工作、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等项目实施进行有效衔接，鼓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综合运用财政、税收、
金融、用地、人才等政策支持农业全产业链发
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河北“1链 3地”拟获评全国
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和典型县

本报讯 霍子晨 为了进一步抓好“一村一
品”、农业产业强镇、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建
设，日前，河北省召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场
交流会。会议发布了“河北省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典型案例”并进行授牌，相关部门、企业
负责人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近年来，河北省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深
入发掘强筋小麦、优质谷子等特色资源优
势，以优势产业为基础构建区域集群、县域
园区、产业强镇、“一村一品”层级分工明
晰、功能有机衔接的产业格局；打造食用
菌、马铃薯等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推动农
产品加工业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要素
驱动向创新驱动、分散布局向聚集发展转
变；深度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多重功
能，突出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大力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
业态；将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质
量农业等先进要素融入农业全产业链，提
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据河北省政府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主任
王增利介绍：“下一步，河北省‘一村一品’发
展将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
势，以培育主导产业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充
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引领作用，通过
促进‘一村一品’与农产品加工企业、贸易流
通企业、电商销售企业等多种类型的龙头企
业紧密结合，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
产业强镇建设将聚焦一个农业主导产业，培
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市场主体，系紧利益
联结机制把农民带起来，让农民富起来；农
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要围绕全省14个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区域特色产业，以延长加工链条
为着眼点，着力打造创建一批集标准化原料
基地、集约化加工、便利化服务网络于一体
的农产品加工聚集区。”

河北省召开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现场交流会

国家科技奖数减质升
近四成花落京津冀

今年河北省共有17项科研成果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获奖数量进一步增多。其中，由河北省单位（人员）主持
完成的获奖项目2项，分别为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由河北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
15项，分别为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进步奖二
等奖14项。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从河北省科技厅获悉，燕山大学主持完
成的“铁路轨道用高锰钢抗超高应力疲劳和磨损技术及应用”项
目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该项目通过对铁路轨道辙叉钢的
化学冶金和物理冶金协同技术创新，发明了高强韧、抗疲劳、
高耐磨、耐低温高锰奥氏体钢及其冶金全流程制造技术，以及
遏制开裂、缓解磨损、降低受力水平等辙叉系统制造技术，实
现了辙叉服役性能的稳定和长寿。石家庄铁道大学主持完成
的“轨道交通大型工程机械施工安全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历时10余年，以轨道交通工
程施工安全为主线，突破了大型工程机械的安全状态失查、失判
和失控三大技术瓶颈，成果成功应用于400余台架桥机和盾构
机施工中，在京石、津保、沪昆等10多条高铁和北京、郑州等20
多座城市地铁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个主研项目均服务
于先进轨道交通领域，这也彰显了河北省在该领域的优势。

此外，“钢铁行业多工序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控制技术与应
用”等河北省参与完成的15项科研项目表现也十分亮眼。获
奖项目涉及生物医药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精品钢铁等多个领
域。这些项目在转化应用中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反映出河北省创新供给能力在不断提高。

据介绍，北京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高地，主持完成的64项
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一等奖3项、二等奖61项，占
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30.3%，稳居全国首位。据介绍，自2000
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共有35位科学家获此殊荣，
其中23位来自北京。

2020年度，北京15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在基础数
学理论、人工智能算力与算法、蛋白质科学、半导体材料、低维
碳纳米材料等诸多前沿领域取得突破，为构筑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先发优势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在中关村科学城区域内单位主持完成的2020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达40余项，在重大科学发现、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高精尖产业培育等方面全面发力，实现基础研
究、技术研发、产业转化、辐射发展等创新环节有机衔接，创新
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天津市共有22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荣获自
然科学二等奖2项，技术发明二等奖3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7
项，包括特等奖1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11项。

据天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津市坚持科技创新
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更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设，着力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
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今年，“天津市获奖项目首次突破
20项，创历史新高。”该负责人说。

据介绍，除了数量增长，天津市获奖项目质量也有所提
高。此次获奖项目聚焦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和优势学科，突破了一批“卡脖子”关键
核心技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也显著增强。通过统筹推进高
新技术企业倍增行动计划、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工
作和高成长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天津市创新型企业能级提升
效果明显。此次获奖的22个项目中，企业参与项目12项，比
2019年增长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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