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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三角乡村振兴中 

提高上海农业科技的贡献度与影响力 

蔡友铭 

党的十九大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行全面部署，提出要建立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

部地区优化发展。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重要指示，长三

角三省一市深入学习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明确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思路、目标和举措。

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迎来新机遇，面临新挑战。 

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力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化院地农业科技协同创新

和产学研合作，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是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如何进

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支撑引领地方产业发展能力，进一步拓展深化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与合作交流广度深度，在服

务长三角、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加快提升上海农业科技的贡献度、影响力，是我们必须着力做好的一篇大文章。 

一、秉持互融、互通、互惠三大理念 

未来的长三角要建设成为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颂示范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长三角农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迎来难得的宝贵机遇。秉持互融、互通、互惠理念，深化院地农业科技合作，必将在促进生态环

境优化、产业经济融合、民生互利共享等领域实现更大作为。一是长三角生态环境的互融。农业是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和组成

部分。长三角地区一衣带水，水、土、气密不可分，需要我们在全流域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共融，在区域生态环境的良性互融

中优化整体生态环境。二是区域经济的互通。现代经济发展逐步打破地域界限，区域经济的融通互补成为必然趋势。随着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制度体系、工作机制的逐步健全完善，长三角农业科技合作广度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深化。三是民生的互惠。长三

角区域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于惠及民生。当前长三角区域在医疗、交通、养老、文化、科技等民生颂域已逐步实现便捷共

享，以科技为支撑的长三角特色优质农业资源，在与上海消费大市场的对接中，必将给百姓带来更多实惠。 

二、加快转化技术、市场、经验三大优势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历经近 60 年建设发展,现有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家禽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20 余个国家级和部市级科技研发平台，拥有油菜、大麦、水禽、蔬菜、肉鸡、葡萄、玉米等 12 个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岗位科学家，拥有上海市绿叶蔬菜、果树、食用菌、水稻、花卉等 5 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近年来主持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上海市技术发明奖 20余项。获得国家新品种审（认、鉴）定 3项，

有 65个新品种通过省市级审（认）定，积累储备了一大批先进技术成果。 

当前，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在共同推动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城镇体系、要素市场、产业布局、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生

态保护一体化发展上明确了具体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加快将院优质科技成果转化为促进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现实

生产力，需要着力转化三大优势。一是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我们开放办院积累了大量好的科研成果和新技术，借助上

海雄厚的人才、资本、技术支撑，依托长三角广阔腹地把我院的技术优势转化成产品优势。二是把上海的市场优势转化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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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我院正在推进科技创新事业转型发展，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由服务农民为主转为服务农民和市民并重，从以服务生产为

主转向为全产业链和市民消费服务，更加注重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市民的健康生活。科技创新支撑引领农业新产业、新业态

的调整，上海巨大的消费市场必将拓展长三角农业发展空间，促进农村产业兴旺。三是把先发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上海地处

改革开放前沿，先行先试中探索出了很多好的经验。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农业方面的技术标准、规范完全可以先行先试。要善

于把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中的一些好的做法、经验转化成标准规范。长三角地市在对接上海的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依靠

科技支撑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品牌化，更多的地方特色产品将逐步培育成为被市场认可的优质品牌。 

三、积极发挥技术支撑、示范引领和案例样本三大功能 

早在 2001年，上海市农业科学院联合浙江、江苏等地农科院，率先谋划布局长三角区域农业科技合作，开创性地成立了长

三角农科院科技兴农联合服务团，先后与江苏苏州、常州、南通，浙江嘉兴、绍兴、湖州、衢州，安徽黄山、阜阳等地建立紧

密的院地科技合作关系，培育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科技含量高、示范引领性强的产学研合作基地，实现了科技、人才资源在

长三角区域的共享共用，有力推动了长三角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新形势下我们将聚焦区域乡村振兴重大科技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共性关键问题瓶颈，进一步健全完善长三角农业产学研合

作机制，以精品意识高标准建设好院地合作科技示范基地，充分发挥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乡村振兴中的技术支撑、示范引领、

案例样本等多重功能。一是为长三角地市对接上海大市场提供强力科技支撑。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具有科技含量高、市场应用

前景广阔的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需求旺盛，我院先进的技术成果将为长三角农业产业发展插上“科技之翅”,在区

域现代农业产业紧密对接大市场中，将有力增强区域特色农产品的竞争力，提升区域现代农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二是为长三角

产业兴旺提供示范引领。围绕产业发展质量和农产品核心竞争力提升，以实施合作项目为抓手，以共建示范基地为依托，以品

种改良、技术指导、业态创新、人才培育为重点，着力加强合作共建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努力把示范基地打造成现代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样板田、美丽乡村产业兴旺的展示区。着力增强科技示范基地集成展示、示范引颂、辐射带动功能，以点带面强化

农业科技对产业兴旺的支撑引领。三是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典范案例。积极构建“一体化、一盘

棋、一条龙”院地协同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新模式、新机制，围绕制度机制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模式探索、高水平农

业科技人才培育等领域，多层面、多形式深入开展院地协同创新。及时总结农科教、产学研深度融合实践探索和成功经验，形

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实施模式，在长三角区域乃至更大范围内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作者系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