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彦淖尔市重点科技成果转化
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为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落实“科技兴蒙”行

动，争创国家农高区和自治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围绕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强化政产学研用深度结合，突出优势

特色产业发展，全面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加快转化示范一批

技术先进适用、综合效益突出、带动能力强的科技成果，提升绿

色发展的科技创新水平，有效解决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

生产效率低等突出问题，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套灌区发展现代农业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我市建设“四个区”和“五高五新”的目标定位，依托

创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推动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创新主体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能力，转化一批国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培育引进一批畜牧、

作物新品种，建成一批农牧业创新创业平台，集聚并提质一批高

新技术企业与产业集群，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推动全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全面提升。

二、转化内容

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根据我市发展现代农牧业产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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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围绕种业振兴、耕地地力提升、“四控”技术、循环农业和小

麦、肉羊、向日葵、果蔬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组织实施一批

重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一）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集成示范

1.集成转化的主要成果

（1）河套灌区农业精准化供水技术集成，包括农作物需水

智慧监管、灌溉智慧化决策、智慧管理。

（2）高效引黄滴灌系统。

（3）智能配水、配肥、配药系统。

（4）移动式黄河水直滤滴灌装置。

（5）作物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集成。

2.解决的关键问题

（1）解决农业种植单位耗水量高、用肥量大、农药施用量

大的问题。

（2）解决农产品品质问题，降低农残，提高籽仁类作物结

实率 10%以上。

3.目标任务

（1）建成 1000亩以上集中连片重点示范区，辐射带动 30

万亩。

（2）形成有效鉴定比对区，在玉米、向日葵、葫芦、瓜菜

等作物种植上节水 20%、节肥 20%、提高产量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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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及设备革新成果 5项以上。

（二）优质肉羊新品种推广及标准化养殖示范

1.集成转化的主要成果

（1）优质多羔肉羊新品种。

（2）肉羊健康养殖与营养调控技术集成。

（3）肉羊疫病防治技术集成。

（4）肉羊智慧养殖系统集成。

（5）农企利益联结新模式。

2.解决的关键问题

（1）解决肉羊产业统一品种、统一饲草、统一饲喂、统一

防疫、统一加工的问题，打造巴彦淖尔肉羊优质绿色品牌。

（2）解决疫病防治问题，打造肉羊产业无规定疫病养殖小

区或养殖场，实现全程可控、品质提升。

（3）解决肉羊养殖管理水平低的问题，打造数字养殖示范

区，提高养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3.目标任务

（1）能繁母羊养殖规模 200只以上示范户 30户，整村推进

村 3-5个，多羔新品种示范和养殖技术集成入户率 70%以上，示

范推广新品种 1000只，并进行养殖技术集成示范和信息化管理。

（2）建成多羔肉羊新品种繁育基地 1个。

（3）培训农牧民 1000人次，开展技术服务 100次，组织现

场观摩会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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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优质肉羊本品种提纯复壮，定向培育种公羊 200

只。

（5）形成有效鉴定比对区，确保项目实施成果的实际意义；

示范区（整村推进示范村）羔羊成活率达到 95%以上，优秀品种使

用率达到 90%以上。

（三）巴麦 13新品种扩繁与种植技术集成示范

1.集成转化的主要成果

（1）国审优质硬粒春小麦巴麦 13良种扩繁。

（2）有机、绿色小麦生产技术集成。

（3）麦后复种技术应用与示范。

2.解决的关键问题

（1）解决河套小麦品种专用化程度低，满足不了高端面粉

市场对专用化需求。

（2）解决小麦生产水肥利用率低、生产成本高、产量不稳、

生产效益不高问题。

（3）解决科研、生产、加工相互脱节的问题，促进小麦产

业高质量发展。

3.目标任务

（1）巴麦 13良种标准化扩繁基地 1000亩，单体基地面积

不低于 300亩，制种田面积不少于 5000亩。

（2）开发巴麦 13特色面粉产品 1-2个。

（3）新引进一家高校科研院所，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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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成果 5项以上。

（4）形成有效鉴定比对区，制种田产量有效增产 10%以上。

（四）向日葵新品种及籽仁深加工成果转化示范

1.集成转化的主要成果

（1）抗菌核病、籽粒锈斑以及抗列当向日葵新品种。

（2）向日葵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集成。

（3）向日葵籽仁深加工技术示范。

2.解决的关键问题

（1）解决向日葵菌核病、黄萎病、籽粒锈斑、列当等病虫

草害技术难题。

（2）解决向日葵品质低的问题，优等率提高 10%以上。

（3）解决籽仁油脂传统提取技术效率低，品质差等关键技

术问题。运用新型绿色、高效提取技术实现以葵花籽、南瓜籽为

代表的籽仁油脂综合利用。

（4）解决籽仁饼粕精深加工技术落后，综合利用率低等关

键技术问题。

3.目标任务

（1）向日葵优良品种示范基地 3000亩，筛选优质高抗品种

10个。

（2）新引进一家高校科研院所，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及设备

革新成果 5项以上。

（3）形成有效鉴定比对区，有效增产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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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残膜回收及转化利用集成示范

1.集成转化的主要成果

（1）可降解地膜的应用。

（2）0.015mm加厚高强度地膜的应用。

（3）膜茬一体回收机的应用。

（4）残膜回收综合利用。

2.解决的关键问题

解决地膜用量大、回收难、利用难的问题，尤其是玉米、向

日葵两类大根茬作物的地膜回收利用问题，提高残膜回收率 10%

以上，残膜利用率提高 30%以上，厚地膜推广利用率提高 30%

以上。

3.目标任务

（1）300亩以上集中示范区 20个，整村推进 3-5个村，户

均回收率 70%以上。

（2）建成标准封闭农膜收储转运站 5个（收储能力在 10000

公斤以上）。

（3）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及设备革新成果 5项以上。

（4）残膜收储率提高 50%以上，易收储新材料农膜引进 2

类以上。

（六）盐碱地综合治理与高效利用集成示范

1.集成转化的主要成果

（1）盐碱地综合治理技术集成。

-6-



（2）耐盐耐寒绿肥品种引进与筛选。

（3）盐碱地向日葵播前套复种豆科牧草高效利用集成技术。

2.解决的关键问题

（1）解决盐碱地土壤结构质量差、耕作性能差的问题。

（2）解决轻、中度盐碱地轻简化治理问题和高效利用问题，

筛选出适宜河套灌区向日葵播前套复种豆科牧草品种。

3.目标任务

（1）耕地土壤 ph值降低 0.1-0.3，全盐量降低 10%以上，

作物产量提高 10%以上。

（2）筛选 2-3种适宜盐碱地向日葵播前套复种绿肥作物。

（3）牧草产量 1000kg/亩以上。

（4）集成示范盐碱地葵前套复种豆科牧草高效利用技术300

亩。

（七）智慧畜牧数字化养殖成果转化示范

1.集成转化的主要成果

（1）牛羊绿色养殖数字化可追溯技术集成。

（2）牛羊养殖群体健康数字化分析技术集成。

（3）牛羊疾病数字化预警技术示范。

（4）牛羊智慧养殖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应用。

（5）牛羊活体资产抵押贷款的动态智能感知数据获取技术

示范。

2.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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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决牛羊合理饲喂问题，保障牛羊营养均衡，实现奶

牛的绿色健康养殖，杜绝添加违禁添加剂。

（2）解决畜牧养殖管理中群体性疫病防控的数字化动态预

警问题。

（3）建设牛羊疾病快速检测实验室，解决畜牧养殖管理中

牲畜疾病异地诊断，不能及时获取牲畜生理体征指标数据的问

题。

（4）解决牛羊养殖标准化、流程化、信息化滞后的问题。

3.目标任务

（1）结合大型牛羊养殖园区建设 2个示范点。

（2）建设牛羊疾病快速检测实验室。

（3）集成牛羊养殖技术标准、疫病防控技术规范。

（八）玉米新品种推广及深加工成果转化示范

1.集成转化的主要成果

（1）抗红蜘蛛、高淀粉、高蛋白、密植高产玉米新品种。

（2）玉米智能水肥一体减氮控磷降污提质增效种植技术集

成示范。

（3）玉米生产氨基酸深加工技术示范。

2.解决的关键问题

（1）通过玉米新品种示范，有效解决红蜘蛛、灰霉病等病

虫害技术难题。

（2）解决玉米节水、节肥问题，提高品质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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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决玉米精深加工技术落后，综合利用率低等关键技

术问题。

3.目标任务

（1）5000亩优质新品种玉米示范。

（2）培育玉米深加工示范企业 1-2个。

（3）1000亩玉米带状复种大豆示范。

（4）形成玉米种植技术标准、病虫害防治技术规范。

（九）经济林现代标准化技术应用示范

1.集成转化的主要成果

（1）西农模式经济林种植技术集成。

（2）原生老龄果树高接换头技术。

（3）盐碱地造林技术集成。

（4）梨宽行密植省力化技术和新品种引进示范。

（5）果品储藏、保鲜、检测技术集成。

2.解决的关键问题

（1）解决品种单一、产量低、品质差的问题。

（2）解决梨树绿色生产和贮藏保鲜技术问题。

（3）解决老龄树的增产技术问题。

3.目标任务

（1）建设集中连片 1000亩转化示范基地 2个。

（2）引进示范新品种 5个以上。

（3）通过示范，有效促进经济林种植提高效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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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果蔬绿色生产及智慧管理系统集成示范

1.集成转化的主要成果

（1）设施果蔬绿色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集成。

（2）设施果蔬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

（3）智慧管理系统在设施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示范。

（4）露地果蔬绿色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集成示范。

（5）二氧化碳气肥集成技术应用示范。

2.解决的关键问题

（1）解决设施果蔬化肥利用率低、农药施用量的的问题。

（2）解决设施果蔬品种单一问题。

（3）应用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等解决设施农业劳动强度

高的问题，提高标准化种植水平。

3.目标任务

（1）集中连片智能温室示范区不少于 50栋温室。

（2）引进示范新品种种植 10个以上。

（3）集成果蔬种植技术标准、病虫害防治技术规范等。

（4）通过示范，提高产量 10%以上，有效促进设施农业种

植提高效益 20%。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

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市科技局加强组织协调并牵头负责，各旗县区、

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组织实施好重点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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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化任务分解。根据全市重点科技成果转化的任务

安排，各旗县区、各部门、相关企业结合当年各领域生产任务

安排，主动衔接相关项目，并将具体项目上报市科技创新领导

小组办公室。市科技局根据上报的科技成果转化实施项目，确

认当年科技成果转化的数量、实施范围和地点，并组织实施。

（三）强化项目支持。项目实施周期最长不超过 2 年，采

用后补助支持方式，根据科技项目后补助相关管理办法，给予

一定支持。对创新性强、影响大、带动作用明显、应用前景突

出的项目，进行重点支持。支持企业和科研院所、大学院校联

合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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