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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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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来尝一下这个甜瓜，早上刚从
河北廊坊摘来的。”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蔬菜研究所通州基地，许勇研究员邀请
大家品尝蔬菜所新推出的“都蜜柑檬”和
“都蜜泞檬”两款甜瓜。这两种甜瓜是同
期研发的一对“双胞胎”，一甜一酸，甜的
像冰淇淋，酸的像酸奶，可以满足人们对
甜瓜甜度的不同需求。

这种北京研发、河北种瓜的模式，得
益于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构建的
“京津研发、河北中试、就地转化、率先推
广”的协同创新机制。近年来，联盟成员
单位累计开展项目合作130余个，经费达
4.5亿元，有力促进了果蔬、食用菌、水肥
一体化、病虫害综合防控等系列新品种、
新技术、新产品的联合研发与示范推
广。京津两院石家庄创新基地累计引进

京津果蔬新品种1700余个，已成为京津
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和成果熟化、示范
和转化的“桥头堡”。

大会期间，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晒出了上一年度协同创新的“成绩
单”。2023年，联盟围绕京津冀农业产业
发展重大需求以及重大协同创新任务，
通过优化学术交流机制、实施项目联合
攻关、搭建合作示范基地、加快成果转化
应用等措施，针对区域产业存在的共性
问题形成了系统解决方案。

一是多措并举，持续推进多层次学术
研讨与交流。联盟充分发挥联合实验室
等各类创新共同体的作用，为京津冀三地
科研人员搭建展示、交流和成长的平台。

二是强化科技协同创新，积极开展
科技项目合作。截至目前，联盟已落实

“京津冀蔬菜无人农场研发与应用”“京
津冀地区土壤耕地保育关键技术”“环京
津冀果蔬优质高效节水技术研究”“基于
环京蔬菜生产基地建设的京津冀三农协
同发展机制研究”“耐盐牧草柳枝稷改土
降盐技术研究及增效应用示范”等在研
项目50余个，合计经费超3亿元，为农业
资源环境、生态治理、生物育种等领域的
科技协同创新攻关提供了保障。

三是整合三地科技资源，加快建设科
技合作示范基地。联盟充分发挥“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石家庄创新基地”“天津市农业
科学院石家庄创新基地”等的示范带动作
用，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和成果转
化“桥头堡”功能，促进果蔬、食用菌、水肥
一体化、病虫害综合防控等系列新品种、新
技术、新产品的联合研发与示范推广。

提振蔬菜产业“芯”动能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三地蔬菜创新团队共聚2024年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大会

固本兴农，关键在科技。近日，2024年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大会暨蔬菜新品种观摩会在通州区召开。此次大会由
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主办，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承办。大会以“提振蔬菜产业‘芯’动能，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主
题，吹响了京津冀蔬菜产业科技创新成果的集结号。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是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切实举措。十
年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充分发挥生物遗传育种，农业绿色发展，农产品贮运、加工与营养健康，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农业发展
与乡村振兴等5大领域的优势，汇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学者、国家杰青、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等一大批高
端人才，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示范推广，为推动京津冀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彩番茄、七彩西瓜、鲜艳多姿的羽
衣甘蓝……在2024年京津冀农业科技协
同创新大会暨蔬菜新品种观摩会期间，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通州基地
集中展示的1843个蔬菜瓜果新品种，吸
引了京津冀三地参会嘉宾的目光。

今年是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
立的第八年。2016年，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联合天津市农业科学院、河北省农林
科学院等兄弟院所、知名企业、生产经营
主体，共同推动建立了这个京津冀农业
科技协同创新的“大家庭”，也是农业农

村部批准的首批国家联盟之一。联盟成
立以来，不断添动力、增活力、提效力，成
员单位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23家，
已发展至现在的100家。

据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杨国航介绍，联盟充分挖掘各成员
单位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京津冀农业
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近年来，在原有农
业资源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果蔬有害
生物绿色防控、盐碱地生态植被修复等4
个京津冀联合实验室，以及10余个高水
平区域创新人才团队基础上，新创建了

分支联盟、京津冀联合实验室、天津市智
能农业研究院等20余个区域创新平台。

其中，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共建的“蔬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
室”于2023年正式获批，标志着联盟协同
创新平台建设迈上新台阶。实验室整合
了国内蔬菜基础研究以及育种研究的优
势单位，创制突破性大品种，系统布局和
实施蔬菜种业全产业链科技赋能行动，对
于做强、做大民族蔬菜种业，提升我国蔬
菜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助农显担当 协同创新平台建设迈上新台阶

“种子是农业生命科学的主要技术
载体，是现代生物技术竞争的热点。”作
为特邀专家，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
究所研究员许勇在大会上围绕蔬菜分子
育种作了专题报告，进一步阐释了做强
蔬菜种子这颗“农业芯片”的重要性。

许勇被瓜农亲切地称为“西瓜大
王”，这个朴素称号里有学术方面的突出
成就，也饱含着农民对他的感激与敬
意。多年来，许勇带领科研团队率先绘

制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张西瓜全基因组序
列图谱，成功破译了西瓜遗传“密码”，奠
定了我国西瓜基础科研在世界上的领先
地位。在他的带领下，我国西瓜产业实
现了从基础研究、品种选育到良种产业
化的跨越式发展。

这些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集中优
势科研力量，一面推进种业强“芯”，一面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取得良好成效。在
国际上率先构建西瓜基因编辑技术，“京
欣”“华欣”“京美”系列西瓜品种在华北

等地占有率达60%以上，累计推广1000
多万亩；育成80多个大白菜新品种，其
中“京秋3号”占华北等地市场份额的
40%；构建国际领先水平的12种碱基自
由编辑技术平台，玉米育种效率从3%提
升到20%；促进育种技术与信息技术融
合，研制出国内领先的作物育种信息化
平台——金种子育种平台，被400多家企
业与科教育种单位广泛应用，成为国内
在线客户最多的商业化育种云平台。

富农展作为 科技攻关推动种业“芯”发展

强农有力量 区域协同创新取得新成效

兴农共筑梦
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启新篇章
“采用封闭式无机基质槽来栽培番

茄，不仅占地面积小，所需栽培基质少，
可以克服土壤栽培控水困难的问题。还
能通过亏缺灌溉调控技术，实现糖度的
提升，让风味更浓郁。”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蔬菜研究所副研究员季延海在大会期
间现场揭秘了该所的高糖度番茄限根栽
培技术。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就要加速现
代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推广，包
括基因编辑、精准农业、智能机械、冷链
物流、“互联网+农业”等新技术和新模
式的应用，为农业生产带来革命性的变
革。在本次科技协同创新大会上，共发
布京津冀蔬菜产业科技成果147项。除
了高糖度番茄限根栽培技术外，还有利
用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双孢
菇智能采收机器人，可提供绿色、节能、
智能化解决方案的高效能蒸汽烫漂及智
能热风干燥系统，能降低果蔬采后损耗
的防控技术体系，还有运用环境友好型
化学杀线虫剂的综合防控技术等，涉及
蔬菜从种植到销售，从品种到加工的方
方面面。这些科技成果为筑造京津冀农
业产业的美好未来提供了重要支撑。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
长，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燕
继晔表示，过去一年，联盟内部围绕对接
政府与行业需求、开展学术交流、打造共
建平台、协同创新攻关、服务产业发展等
方面开展了务实合作，显著提升了京津
冀地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水
平。下一步，联盟将继续围绕制约京津
冀现代农业发展的突出瓶颈问题，持续
加强联盟自身建设，激发成员单位活力，
积极争取国家和京津冀三地各级农业科
技创新项目的稳定支持。同时，加强各
联盟成员优势梳理，强化实质性合作，联
合开展动植物育种、绿色生产、产后贮运
加工、营养健康、智慧农业等区域内重大
共性与关键技术研发和集成创新应用。
还要进一步推进条件平台、创新人才、科
技成果等区域农业科技资源的对接整
合，以科技为纽带促进区域政产学研用
全方位协同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劲扬帆正当
时。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一
系列农业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涌现，农业
生产正进入融合重塑的新时期，京津冀
农业科技协同发展也将进入全面深化拓
展的新阶段。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党组书
记吴宝新表示，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各成员单位将携手同行、开拓进取，共
担新时代强农兴农使命，努力为农业强
国建设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
量，共同高质量书写京津冀协同创新发
展的崭新篇章。 （据《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