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国必先强
农 ，农 强 方 能 国
强”。宁夏农林科
学院坚持“四个面
向”，紧盯世界农业
科技前沿，以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给
农业现代化插上科
技的翅膀为责任使
命，创新探索“科技
支撑乡村振兴九种
模式”“做给农民
看、带着农民干、帮
着农民赚”，推动
实现“科技强、产
业兴、农民富”，努
力争创西部一流
农 林 科 研 院 所 ，
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 义现代化美丽
新宁夏提供农林科
技支撑。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百姓家”。
坚持“四情”（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掌握“内
情”、了解“外情”）结合谋划实施项目，全年登记
科技成果 122项。战略研究报告《宁夏中部干旱
带光伏+生态协同发展对策》被自治区党委、政
府、政协主要领导批示有关部门“研究吸纳”，自
治区发改委、林草局等据此起草了《光伏基地开
发建设实施方案》《草地光伏技术管理规范》《牧
光互补型光伏发电系统运行维护规范》等；作为
唯一科研单位支撑吴忠市利通区成功创建全国
首批 24个县之一、宁夏唯一的“农业科技现代化
先行县”；竞争性获批 2400 万元国家部省联动
项目“六盘山区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
集成示范”，助力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等特色产
业发展，年内带动 4个县区经济增长 2.7亿元；作
为全国在同心县科技特派团的核心成员单位，培
育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助力该县脱贫人口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17%，该做法在中组部干部人才

“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推
进会上交流，探索形成“科技支撑乡村振兴九种
模式”；我区首个“赛马制”项目“退砂地土壤质量
提升”综合考核评比取得优胜；敲响宁夏乃至西
北地区科技成果公开拍卖“第一槌”，22个科研成
果转化为生产力，年内两次公开拍卖，全年实现
成果转化收益983.5万元，较上年度增长24%；继
去年首次破译红果枸杞全基因组、研究成果在
Nature子刊《通讯生物学》杂志发表后，今年率先
绘制完成黑果枸杞基因组；自主培育的水稻“香
优 108”及合作选育的“闽宁 1 号”，品质首次达
到国家标准优质米一级，为“好米出宁夏”奠定
了良好的种质基础；研发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
高产技术”入选 2023年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现
代玉米栽培技术创造亩产 1357.3公斤的宁夏玉
米单产新高；选育的“宁薯 19号”在西北区联合
试验中平均亩产 3343.6 公斤，居参试品种第一
位；选育的新品种“宁春 58号”创造 711.58公斤
高产新纪录，研发的 23个农作物品种、灌区春小
麦精播精种技术等 38项农业技术和 5项绿色技
术模式列入自治区 2023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
技术和绿色技术模式，宁春系列小麦成为我国
北方春小麦种植的主打品种，在新疆、内蒙古、
甘肃等地累计推广种植 1.5亿亩；滩羊产业构建
双羔滩羊选育核心种群，实现两年3胎、平均1胎
1.5 羔，保品质提效益；葡萄酒产业自主选育出
免埋土酿酒葡萄优新品系“卡托巴”等；技术支
撑“红寺堡黄花菜”品质和价格优于山西省；科
技服务“三农”，全年培养“土专家”“田秀才”

“赤脚兽医”150余人；完成科研院所章程管理与
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工作，为“从严治院、自
由发展”夯实基础。

““部省联动部省联动++组团帮扶组团帮扶””模式模式

竞争性获批2400万元国家部省联动项目“宁
夏六盘山区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
成与示范应用”及2432万元自治区东西部合作科
技扶贫项目“六盘山特困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关
键技术集成应用”等项目，构建“顾问专家+科技
团专家+基层技术专家+种养土专家”四级科技力
量组团帮扶模式，深入西吉等县（区）开展成果转
化和科技服务，助力特色产业发展。

部省联动项目在西吉等县（区）建立核心示
范基地9个，培训一线技术人员和农民2300余人
次，助力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发展，
年内带动4个县（区）经济增长2.7亿元；东西部合
作科技扶贫项目在宁夏中南部地区建立核心示
范区12个，建立核心示范基地58个，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 221.76万亩，肉牛生态养殖 80万头，实现
生产效益 70.20亿元，增收节支 13.26亿元，帮扶
1078户贫困户脱贫摘帽。

““东西部合作东西部合作++科技帮扶科技帮扶””模式模式

落实闽宁合作任务，在闽宁镇园艺村联合
建立“闽宁食用菌研发中心”，围绕食用菌、酿酒
葡萄、枸杞等开展联合攻关。按照东西部科技
合作部署，与中国农科院等 10家国内大院大所
组织实施项目30余项，在枸杞茶、宁夏菜心、“宁
夏青”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与中国林科院共建

“干旱缺水区森林多功能经营研究与示范中
心”。重点实施的草畜、小杂粮、冷凉蔬菜、中药
材 4个科技支宁东西部科技扶贫协作项目建立
核心示范区12个。

自 2016 年开展闽宁合作以来，共实施合作
项目 27 项，引进玉米等种质材料 1000 多份，优
良果树、蔬菜等新品种 50余种，示范食用菌高效
栽培技术节本增效 15%以上，合作选育的水稻
新品种“闽宁1号”，品质达到国家标准优质米一
级，联合研发枸杞红茶、枸杞白茶等产品。西吉
县什字乡马沟村在“马沟模式”示范下，养牛数
量由 2014 年的 500 余头增加到 2023 年的 5800
余头。引进的“张杂谷 13号”创造旱地谷子亩产
713.1 公斤的高产纪录（传统品种亩产约 100 多
公斤），推广种植近 30万亩，较传统品种种植每
亩增收1000余元。

““种业振兴种业振兴++育繁推一体化育繁推一体化””模式模式

巩固提升宁春系列小麦品种在西北春麦种
植区占比名列前茅的优势，加快推进水稻、小麦、

枸杞、滩羊、马铃薯、苜蓿6个育种专项，打造育繁
推、产研用一体化的良种繁育基地，引进和培育
了一批高产、优质、抗病虫害的新品种，推广了一
批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了农
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以种业振兴激活乡
村振兴“芯”动能。

建成世界唯一枸杞种质资源圃和国家枸杞
种质资源库，以及蔬菜、西甜瓜等 6个种质资源
圃，收集保存小麦等16科61种作物种质资源2.6万
份等。培育的芦竹新材料“宁芦1号”以220万元
创出成果转化单项历史新高，“宁农杞 20号”以
81.5万元夺得今年第二次拍卖会“标王”。研发
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入选 2023年农
业农村部主推技术，为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提供了科技支撑，选育的“宁春58号”
等23个农作物品种，研发的灌区春小麦精播精种
技术等 38项农业技术和 5项绿色技术模式列入
自治区2023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绿色技
术模式。枸杞新品种“宁杞7号”累计推广种植面
积超过 50万亩，新增效益 83亿元。选育的小麦
新品种“宁春 58号”创造了 711.58公斤的宁夏春
小麦高产纪录，宁春系列春小麦在新疆、内蒙古、
甘肃等地累计推广种植 1.5亿亩；自主培育的水
稻“香优108”，品质达到国家标准优质米一级，为

“好米出宁夏”奠定了良好的种质基础；优质水稻
新品种“宁粳 50号”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优良作物新品种在西北地区多省区推广示范，种
植面积 924.14万亩，新增效益 24.62亿元。培育
出滩羊多胎品系。国内首创滩羊基因（SNP）鉴定
技术，为品牌溯源和“盐池滩羊”溢价30%提供科
技支撑。依托院地院企合作基地示范应用科技
成果40余项，建立核心示范区12万亩，辐射带动
145 万亩，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覆盖率达到
98.8%。2023年，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为企业
和农户提供蔬菜、瓜果、种植、养殖、食用菌等产
业高效种植养殖技术服务，手把手传授科学技
能，心贴心提供技术指导，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负责人、农村致富带头人、基层技术人员和农
民306场2.5万人次，培养“土专家”“田秀才”“赤
脚兽医”150余名。

““产业提振产业提振++示范引领示范引领””模式模式

作为唯一科研单位支撑吴忠市利通区成功
创建全国首批 24个县之一、宁夏唯一的“农业科
技现代化先行县”。围绕种植业、养殖业、农机农
艺融合等领域关键技术需求和技术难点开展科
技示范引领，与利通区政府共建博士工作站4个，
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9个，“国字号”国家
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银川试验站落户

宁夏农林科学院。组织3名草畜、瓜菜、粮食首席
专家、22名帮带导师提供长期技术服务，选取水
稻、小麦、玉米、大豆、瓜菜、果树、牧草新品种，通
过示范推广拱棚西瓜春提早、轻简化生产技术；
玉米籽粒直收轻简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示范设施
番茄机械化生产技术；在线指导利通区尾菜处
理，玉米大豆套种病虫害防治，温棚瓜菜授粉，果
树防冻害；牧草裹包青贮的制作技术；“春麦+”
（燕麦、小黄豆、蔬菜等）一年两熟栽培技术；苹果
高效、生态化管控技术；食用菌周年化生产关键
技术；粪污综合利用技术等，开展技术指导和培
训工作。

自 2022年开始，共培养利通区 50名产业地
方领军人才、农业专业人员和“乡土人才”。带动
利通区 106个村集体平均增收 6万元，农户年增
收约500元，产值1.44亿元。

““产业链产业链++创新链创新链””模式模式

针对枸杞、酿酒葡萄、滩羊等特色产业的科
技需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聚焦种质资源、
品种选育、病虫防控、水肥调控、精深加工、质量
控制等全产业链生产环节，组建多学科团队联合
攻关，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支撑引领农
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枸杞研究位居世界前列，在首次破译了红
果枸杞全基因组、研究成果在Nature子刊《通讯
生物学》杂志公开发表后，再次率先绘制完成黑
果枸杞基因组，标志着我国在枸杞染色体结构
变异和枸杞遗传育种等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自主选育枸杞新品种（系）50多个，推广种
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90%以上；研发“五步
法”枸杞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枸杞蚜茧蜂生物防
治技术实现“以虫防虫”，既经济又环保，破解了
质量安全难题；研制出具有抗疲劳、调节糖脂代
谢、美容等功能的枸杞明目软胶囊等 20余个深
加工产品，支撑带动形成年产 150亿元的枸杞产
业。葡萄酒产业自主选育出免埋土酿酒葡萄优
新品系“卡托巴”等，解决越冬埋土成本高、难以
全程机械化的问题；发掘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典
型风格特征，建立贺兰山东麓本土酿酒微生物
种质资源库及其优质菌株快速繁育技术方法，
集成示范“厂字型”树型、病虫害防治技术，带动
形成年产 400亿元的葡萄酒产业。滩羊产业构
建双羔滩羊选育核心种群，实现两年 3胎、平均
1胎 1.5羔，有效提升经济效益，为“盐池滩羊”品
牌价值超 88 亿元提供科技支撑。自主选育出

“宁芦 1 号”新品种，对保障自治区肉牛滩羊等
“六特”产业饲草供给、发展生物炭等清洁能源
等具有重要作用。

““院地合作＋产业示范院地合作＋产业示范””模式模式

按照“创新发展、突出特色、优势互补、协同
共赢”的合作原则和“1+N”的合作模式，在红寺堡
区等县（区）围绕酿酒葡萄、草畜、枸杞、黄花菜、
设施蔬菜等特色种植养殖业，组织实施21个科技
项目，其中推广示范项目 11个，核心区示范面积
1.2万亩，带动辐射20万亩。协同开展研究攻关、
成果转化、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凝练推广一批
实用、管用、好用的技术体系和生产模式，解决了
一批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

集成示范酿酒葡萄农机农艺融合及根际环
境调控与水肥一体化、滩羊标准化养殖、肉牛疫
病防控、枸杞绿色生产关键技术、黄花菜绿色高
产及无污染制干等科技成果，有效支撑了当地农
业特色优势产业的稳步发展，助力红寺堡区创建
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脱贫致富提升示范区，21个项
目助力 5万人脱贫致富，每年人均增收 1000元，
科技助推地方特色农业节本增效2亿元。

““院企合作院企合作++创新联合体创新联合体””模式模式

通过平台共建、项目带动、专家帮扶、科企协
同创新、科研定制服务、课题“揭榜挂帅”、组织

“科技小院”等形式，选派科技特派员及其团队长
期驻扎企业生产一线，与企业共同实施科研示范
推广项目，构建“企业点菜、科技人员掌勺”“企业
出题、专家答卷”的科企合作模式，与区内外83家
企业建立院企合作关系。

联合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协同建立试验
示范基地35个，年均示范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
60 项（套），建立核心示范区 13 万亩，示范推广
120万亩，企业实现年均效益超2亿元，自主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支撑自治区“六特”产业取得显著
效果，科技支撑“百瑞源”“玺赞”“志辉源石酒庄”

“西鸽酒庄”“盐池鑫海滩羊肉”等知名品牌强品
质、增效益，其中“盐池鑫海滩羊肉”入选G20、厦
门金砖会议、杭州亚运会优质食材。

““定点帮扶定点帮扶++整村推进整村推进””模式模式

自 2014年定点帮扶彭阳县古城镇丁岗堡村
以来，现在该村户均养牛 14头，人均 2.5头，全村
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
年的 4800元增长到 2022年的 13872元。自 2015
年科技帮扶海原县关庄乡窑儿村以来，2022年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 20余万元，是 2022年海原县两
个村级五星级党支部之一，也是海原县唯一一个
给社员分红的村。自 2021年驻村帮扶红寺堡区
新庄集乡梨花村以来，共建饲草料加工厂，发展
青贮饲料，示范带动养殖肉羊养殖 6000 只，肉
牛养殖 600 头，2023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 28
万元。自 2021年科技帮扶沙坡头区宣和镇海和
村以来，科技支撑发展肉牛、滩羊、苹果等特色产
业，集成示范先进实用技术 11项，带动农民人均
增收500元，村集体经济增收35万元。自2022年
科技帮扶大武口区星海镇祥河村以来，引进香菇
新品种，集成示范阳光玫瑰、蓝宝石等鲜食葡萄
大苗移栽、沃土培肥等关键技术 10项，带动农民
人均增收500元，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科技服务科技服务””模式模式

“一个项目一个党小组”，把临时党小组建在
每个项目（课题组）中，与项目驻地党组织联合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促进党建与科研（业务）工作紧
密结合、深度融合。园艺所党支部有效支撑利通
区“国字号”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建设，建成

“共建共管”基地 5 个，试验、示范瓜菜新品种
26 个，新技术 6项，科技示范户种植拱棚瓜菜实
现亩纯收益超过 2万元，设施蔬菜耕作机械亩节
省人工成本超 1200元，带动 12个村集体经济平
均增收5.5万元，农户年增收约3500元，促进瓜菜
生产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固原分院党委在六盘
山区，依托“两团七组”、乡村指导员、驻村工作
队，打造现代农业科研示范基地，传授适用管用
技术，工作覆盖 36个乡镇 114个行政村，引进新
品种 27个，新技术 59项，攻克产业技术难题 33
个，服务群众 2万人次，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 5.6
万亩，辐射 112.8万亩，核心示范区新品种、新技
术覆盖率超95%。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
项目走村入户，为牛羊看病、林果防虫、防冻减
灾，风雨无阻、随叫随到，农户称他们为“大专家”

“最美科技人”，深受当地政府和村民欢迎，涌现
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
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等一批先进典型，荣获全区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在全院形成了干事创业
的良好氛围。

科技人员把枸杞新品种科技管护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科技人员开展中部干旱带植物病虫害监测与调查。辣椒“守望者”调查记录新品种遗传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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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林科学院：

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水稻育种团队科技人员在试验基地选良种。 科技人员“绣花般”进行小麦杂交授粉。 发挥科研团队优势在院企合作基地进行滩羊性能测定。科研成果拍卖会上成交成果签约。

（本版资料图片均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