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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划改革实现突破

在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自治区有关精神，吃透“上情”、深
入基层调研摸清“下情”、召开座谈会掌握“内情”、到兄弟农科
院考察了解“外情”的基础上，深入谋划农林科研制度机制改
革，推动构建以成果转化应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成立
院科研改革工作专班，组织 5个课题小组分别研究思路举措，
制定《宁夏农林科学院进一步深化科研制度机制改革方案》，
以科研管理改革为切入点，在科研项目实行企业化管理、完善
以成果转化运用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扩大科研项目经费

“包干制”范围、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自主权、强化学科
交叉研究及合作攻关求突破等方面有突破性改革。

■ 科研成果喜获丰收

从严治院、自由发展，开展“规范化管理提升年”活动，出
台《关于聚焦“六特+N”产业以新质科技力支撑农业新质生产
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不断推动管理服务工作过程化、
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获得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
25项科研成果中，自然科学奖荣获 2个一等奖中的 1项、二等
奖2项，获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11项；以第一主持单位
获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 1项；“盐碱地微生物治理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入选全国百项重大科技成果与千项优秀科技成果
汇编，“滩羊基因鉴定技术专利产业化”和“耐除草剂水稻专利
及产业化”两项成果转化入选自治区专利转化运用十大典型
案例；“宁粳43号”在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上被评为“全
国十大名优粳稻”之首。

■ 种业振兴取得佳绩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品良制“六良”系统集成，破解关键
技术难题，大力实施“单产提升行动”，春小麦、玉米、大豆分别
创造 731.34公斤、1382.35公斤、335.62公斤高产新纪录；耐盐
碱水稻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万亩连片示范攻关亩产达
473.7 公斤，打造了西北内陆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样板田”。

“宁葡1号”等3个鲜食葡萄品种获植物新品种权；成功破译黑
果枸杞全基因组，填补国际空白；集成设施辣椒、青花菜轻简
高效生产技术模式2套；培育成国审水稻新品种“宁育104”，与
福建农科院合作选育的“闽宁 1号”品质首次达到国家标准优
质米一级；与福建农林大学联合培育出宁夏首个非转基因耐
除草剂水稻“闽宁 2 号”亩产达 764.5 公斤；春小麦新品系
HJ437在中度盐碱地种植亩产达462.86公斤。

■ 成果转化按下“快进键”

先行先试，以改革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运用，3个科研团队
率先“技术入股”落地 3家企业；联合中国银行在全国第一个
推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贷”专属金融产品，已有 4家企业办
成贷款、金额 2800万元。去年以来，农科院先后 4次组织线
下成果拍卖会，经验做法被自治区知识产权局作为典型案例
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年实现成果转化 125 项、1252 万
元，较去年同比分别增长 97%、27%，转化金额连续 3年实现

“三级跳”，带动技术合同认证登记 220 项、1.36 亿元。在
2024年科研成果第二次拍卖会上，携手福建农科院共同培育
出的水稻新品种“闽宁1号”，以66万元的价格落槌，溢价6万
元，在线上以“直播带货”方式，向涉农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农户展示推介 12项科研成果，与 13家企业达成成果转
化意向。

■ 科技服务推广接地气

建立“三步法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八种模式”，组建 23个科
技服务团 158名专家以“343”工作法（“驻村集中服务、及时跟
进服务、线上随时服务”三种方式，落实“联合当地科技人员共
同服务、公开服务团信息方便服务、包干解决技术问题主动服

务、分级分类开展培训拓展服务”四个服务，践行“做给农民
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三步工作法）下沉 22个县（市、
区）和葡萄酒园区，指导服务800余家企业（合作社和种养户），
帮助解决问题940多个，打造了“不走的科技服务团”。联合自
治区党委农办在海原县召开全区旱作雨养作物高效种植技术
观摩推广现场会，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品种支撑谷子糜子等作
物产量由传统种植模式下的100kg/亩提高到500kg/亩以上，签
订了6项、种植5000亩的推广协议。全年指导企业、种植大户
使用新技术 94项、新品种 156项、新装备 19个，示范推广面积
23.2万亩。解决“12345平台”推送帮助解决问题和困难22个，
收到了平台转来的感谢信。

■“开放办院”借智提升科研水平

所有项目与大院大所合作，一个项目对接一个企业。与
中国工程院院士冯起、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开展实质性项
目合作，聘请赵春江等 5名院士为合作导师，带动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更好发挥作用。与昆明理工大学非人灵长类生物医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申报“枸杞活性成分对视网膜病变防治
作用”项目开展攻关；联合北京体育大学研发高附加值功能性
枸杞运动功能饮料等产品。获批商务部援外培训项目2项，培
训 7国外籍科技人员 42名。与宁夏电信联合举办“数智AI赋
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暨乡村全面振兴”论坛，参
加“第三十一届杨凌农高会”“大湾区（广东）农业科技论坛”
等，宣传展示科研成果。获批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
西北中心银川试验站，联合上海农科院、福建农科院共建“国
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宁夏实验室”。依托院6个科研基
地开展科研试验 121项，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 98
个，建立核心示范区13.2万亩，辐射带动150万亩。

■ 寓管理于服务聚集人才

年初，首次主动出击“寻求人才”，赴中国农业大学等13所
“双一流”高校上门招才纳贤，引进重点学科和急需紧缺专业
博士13名，预引进优秀在读博士3名。为近3年到岗博士连续
3年每年提供不少于5万元的科研经费，选派22名年轻科技工
作者到大院大所跟班学习6个月，全院60%的自主创新项目是
45岁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担任主持人，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
大梁、当主角。与自治区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联合计划用
10年左右时间培养 1名院士。今年有 2人获得国务院特殊津
贴，13人获得“塞上英才”、自治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青年拔
尖人才、青年科技托举人才称号，2名年轻科技工作者竞聘为
自治区葡萄产业首席专家。完善人才评价、绩效管理等机制，
发挥以创新、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深化
职称改革，稳定科研队伍。完善院学科带头人选拔使用管理
办法，对连续两年考核为第三的取消资格，作用发挥不到位的
予以劝退。完善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科研人员松绑减
负工作办法，持续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确保科研人员每周
科研学术活动时间不少于4/5。

■ 打好打赢“百日攻坚战”

从 8个方面提出攻坚的重点任务 27项，开展“百日攻坚
战”科研业绩大比拼，以争取竞争性项目为重点，全力打好“百
日攻坚战”。主动与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对接，农科院作为
第一主持单位，于 11月首次竞争获批面向沿黄九省区“十四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项、资金 2500万元；12月初竞争
获批针对宁夏及六盘山地区的2025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
资金项目 3项、资金 910万元。敢“啃硬骨头”，依法稳妥有序
收回自1994年自发移民承包转包的79户2307.95亩国有土地
用于科研试验，并收回43户历年欠缴承包费87.91万元上缴自
治区财政，有效避免了国有资产流失，解决科研用地不足的问
题，确保和谐稳定。

宁夏农林科学院：

深化科研制度机制改革 持续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宁夏农林科学院坚持“四个面向”，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聚

焦自治区“六特+N”产业、种业振兴行动和生态建设，以开展“规范
化管理年”活动为抓手，不断提升科研攻关水平，促进科研成果转
化，做好科技服务，以“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为路
径，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将成果留在百姓家，推动实现科技强、产业
兴、农民富。全年组织实施440个科研项目，到位竞争性项目经费
1.16亿元，同比增长12.4%。25项科研成果获得自治区科学技术
奖，占全区农业类获奖数的54.35%。125项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转化金额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达到1252万元。

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作报告。 下足“绣花”功夫给葡萄进行人工授粉。

在海原县应用新技术、新品种，
支撑谷子糜子等作物亩产量提高到
500公斤以上。 科技成果拍卖会吸引了40余家企业的目光。

125项科技成果走上“货架”，转化金额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科技成果“直播带货”推介。

现场示范果树修剪技术，帮助农户解决种植难题，打造
“不走的科技服务团”。

鼓励年轻科技工作者自由探索、开放研究。

联合福建农科院选育的“闽宁1号”品质达到国家标准优质米一级。
宁春62号创造了宁夏春小麦亩产731.34公斤新高。

赴中国农业大学等“双一流”高校招才纳贤。 技术人员给农民讲解葡萄栽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