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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位涉农青年科技工作者走进黑龙江共青农场

科企对接让“高大上”的科研接了地气
为促进涉农青年科技工作者创新成果

转化与农业企业转型升级 ，8月26日至29
日，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中国青年报
社联合黑龙江省农垦宝泉岭管理局共同主

办，黑龙江省共青农场承办，中科网协办的
“寻访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青年科技

人才与成果对接（共青农场）活动”在共青
农场举行。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
大学等9家高校、科研院所的近20位涉农青
年科技工作者走进农场。

“一是让科研人员有个成果展示的机

会，二是共青农场需求方直接向科研人员提
出技术需求， 有利于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
为生产力。” 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农业
科学与技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陆宴辉参加

完这一活动的感受就5个字：这很有意义。
在陆宴辉看来， 我国农业科研领域长

期存在着基础研究和生产应用严重脱节的

现象，“这是行业内的一个普遍感受”。而举
办此次对接活动，陆宴辉认为，是在基础研
究和生产应用环节的鸿沟上架桥， 让实验
室里“高大上”的农业科技研究接了地气。

陆宴辉说，按照传统，科学研究分为基
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 一
些科技工作者很难走进田间 ， 不了解田
间地头是怎么回事 ， 最终提出的科学问
题完全停留在理论层面 ， 没有考虑农业
生产的实际需求， 因此没有很好的技术
转化。

近20位农业科技工作者走进农场，陆
宴辉认为， 这类对接活动的效果比走进一
般的农村和一家一户的农民聊需求更有意

义。“农民一家一户不需要整体的先进技

术，只会问我们 ‘该怎么打药 ？’。”陆宴辉
说，共青农场的优势是规模化生产，自然禀
赋较好，当地农技人员水平比较高，能大规
模有计划地运用好最新的科技， 比如绿色
防控病虫害少用化学农药等技术， 学到手
了就能大面积推广。

陆宴辉认为， 这样有区域性质的科技
对接活动基础好， 会对新技术成果转化和
新技术推广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对共
青农场的无公害产品生产、 农作物经济效
益提升有很大帮助。

他同时认为， 共青农场前期收集了当
地百姓对不同作物种植和不同动物养殖中

遇到的困难，对照梳理成问题和需求，一个
个具体的问题逐项对接， 最终收获的是实
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虚玩意儿，这样的做
法值得推广。

对于未来的合作， 陆宴辉说：“每一项
新技术都会带动一个产业更快的发展，科
研人员只要有硬东西， 地方自然会看到效
益，推进就会很快，效果就是实在的。”

（白 皓 曲海龙）

中科网：

架创新服务之桥
践科技报国之愿

8月26日， 近20位优秀青年科技工
作者走进共青农场。 本着促进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的目的， 农科专家与当地的13
家农场对接。 几天里， 每一次对接， 专
家接收到的， 是求贤若渴的眼神， 苦盼
已久的心声； 而农场感受到的， 是专家
们可以在这里施展个人才华的兴奋与喜

悦。
由于缺乏与科技专家对接交流的有

效渠道， 共青农场一线农业人员在技术
学习与交流方面存在一定的客观阻碍，
虽有专家愿意提供支持， 但这远远无法
达到农场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需求。 同
时， 农业科技专家也期盼有更广的地域
和更多的土地， 来供自己施展才华， 大
显身手。

此次寻访活动的开展 ， 最大程度
化解了农场与农科专家的心头堵 。 作
为活动协办单位 ， 中科网所做的 ， 便
是营造双方对接的桥梁———将一线农

业人员和农技专家对接在一起 ， 走进
农场 ， 现场指导 。 所追求的 ， 是切实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 促进科技工作者
的价值最大化 。 “架创新服务之桥 ，
践科技报国之愿”， 这便是中科网开办
的目的。

中科网的服务模式是营造两个圈

子———企业圈和个人圈。 作为企业圈，
中科网是充分利用软件与硬件之间的互

联网思维模式， 让客户创造产品， 再由
企业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合作制造出产

品， 形成技术人员与企业的长期合作，
并做到长久不衰的发展模式。 对于个人
圈， 是通过在中科网内注册成为行业个
人技术交流圈， 形成一个本行业权威技
术展示， 让更多企业可以了解他， 看到
他。 两个圈子的形成， 让技术人员与企
业形成互动交流的双向选择机制。 企业
可以选择更好的项目和技术， 来维持企
业发展； 而技术人才也能择良木而栖，
选择更多的企业进行互动与交流， 体现
自我技术价值。 中科网协办本次寻访最
美科技工作者活动， 就是要将这种模式
发扬出去 ， 让更多企业和科技人员受
益。

中科网的发展目标， 是最大程度改
变 “先技术 ， 后对接 ； 先成果 ， 后市
场” 的概念， 并将它反过来运作。 这样
就能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内科技成果转化

率只有百分之五至六的局面。 作为企业
来说， 产品定型后， 有方向的选择技术
人才和技术， 就能做到双方都不盲目，
项目转化有可依。

本次活动， 是寻访活动走进地方的
第二站。 活动第一站是走进广东佛山顺
德区，实地考察了顺德的企业，并取得一
定的成效，达成合作意向10多项，并建立
形成顺德区企业交流圈， 能让顺德的更
多人才参与到发展中去， 服务企业和地
方。同样的模式，未来也将在共青农场中
得到推广， 让社会上更多科技人才走进
农场，贡献力量，使得农场更好地发展下
去。通过共青农场，充分感受北大荒，对
接需求，产生火花，让专家们的科技成果
在这片黑土地上落地生根。

(邱恩宇 曲海龙)

黑龙江共青农场筑巢引凤
在中国青年志愿垦荒史上， “南有共

青城， 北有共青场” 的说法广为流传。 共
青城即江西共青城， 共青场即黑龙江共青
农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两地都在中国
青年志愿垦荒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但在
后来的经济建设大潮中 ， 共青农场落后
了。 如今， 共青农场正在迎头赶上， 努力
从垦区农场向北方名城转变， 让那句流传
的说法变为 “南有江西共青城， 北有北方
共青城”。

曾经在共青农场境内的凤鸣山下， 来
自北京、 天津、 山东、 河北和哈尔滨的五
省市2602名青年披荆斩棘， 在荒原上开垦
荒地， 实现了胡耀邦当年到共青农场看望
垦荒青年时要求的 “鸡叫 、 狗咬 、 孩子
哭”。 而今凤鸣山下的新共青人有一个新
的 “中国梦”， 就是传承50多年来代代相
传的青年志愿垦荒精神， 抢抓机遇， 奋力
拼搏， “二次创业”， 奔向跨越式崛起，
倾力打造经济发达、 产业繁荣的 “北方红
色共青城”。
无项目不兴,无产业不富。 如何招商引

资， 共青农场可谓费尽心思。 看清优势、
明确思路、 努力招商， 共青人在凤鸣山下
再次 “筑巢”， 引凤来仪。

优势：生态优越以及绿色大农业
共青农场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 共

青农场位于小兴安岭余脉南麓 ， 东临黑
龙江 ， 南濒松花江 ， 地理坐标为北纬
47°22′～47°42′ ， 东经 130°31′ ～131°02′ 。
农场总地势西北高 ， 东南低 。 北部靠
山 ， 属于小兴安岭余脉山地丘陵地带 ，
多起伏山坡， 海拔在110～220米。 农场地
处宝泉岭管理局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之中，
境内基本没有污染， 土地开发年限短， 土
壤有机质含量高， 周边湿地、 草原、 动植
物保护良好 ， 大气 、 水资源 、 土壤无污
染。 主要农作物有水稻、 玉米、 大豆、 万
寿菊 、 大麦等 ， 主要畜产品有黄牛 、 奶
牛、 生态猪、 白羽鸡、 咖啡貂、 大雁、 食
用菌等。

共青农场有绿色有机认证优势。 共青
农场先后通过欧盟 IMO有机认证 、 日本
JAS有机农场认证、 美国NOP有机农场认
证 、 黑 龙 江 省 “首 批 良 好 农 业 规 范
（GAP） 认证” 和 “无公害食品产地、 产
品认证”。 各类认证面积5万亩， 种植出的
粮食符合食品质量安全要求， 从源头上确
保了产品的原料供应安全。

共青农场有便捷的交通优势。 农场距
全国著名的煤城鹤岗市57公里， 生产用煤
质量好、价格低。距宝泉岭火车站28公里，
距国家一级口岸———黑龙江名山口岸20公
里，农场还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可直接对俄
出口，并可转道日本、韩国，产品、原料运输
极为通畅、 方便。 农场公路运输依托国家
“AAAAA”级物流企业北大荒物流集团，集
团下设物流装备制造、客运、货运、加工、冷
链物流、危险品运输、农产品运输等专业化
子公司及分公司数十家， 在京津唐、 长三
角、珠三角、东北亚、中西部地区拥有五大
物流中心，配送网络遍布全国，并在各中心
城市及港口和发达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共青农场有先进的大农业优势。 共青
农场自然条件优越， 拥有耕地47.2万亩 ，
粮食产量近30万吨。 以种植优质水稻、 玉
米为主， 高标准建设农业科技园、 水田科
技示范园区、 水稻育秧示范基地、 农机园
区等四大农业科技园区。 拥有世界最先进
的大马力拖拉机、 收获机、 农用飞机、 卫
星定位系统。 农场农业基础设施完善， 农
田水利设施配套， 已经实现农田林网化，
种子加工产业化， 粮食处理工厂化。

共青农场有丰富的旅游文化优势。 共
青农场依托独具特色的共青垦荒红色文

化， 发挥全国 “三个基地” 优势， 把旅游
业作为促进农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不
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行业管理， 推
出了 “青年志愿垦荒文化红色游”、 “现
代化大农业绿色游” 和 “自然保护区生态
游” 三条旅游线路。 未来几年， 共青农场
将发展成为集生态旅游、 人文景观、 休闲
度假、 会议接待、 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国内
旅游热点景区。

招商：落户企业“零规费”
共青农场出台了 《共青农场招商引资

政策》 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对落户共青农
场的企业实行 “零规费”， 并在税收、 融
资、 技术创新等方面为投资企业提供政策
保障和资金扶持。 而且黑龙江省已经启动
对俄沿边开发开放和 “两大平原” 现代农
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有关工作， 共青农场
处于对俄沿边带和两大平原规划内， 将成
为相关政策的优先惠及地区。

此外， 共青农场还制定五项制度优化
服务水平促招商。

一是实行重大项目一站式服务制度。
在项目审批上， 由农场工业科牵头， 会同
有关部门实行 “一站式” 联合审批， 限时
办理。

二是实行在谈项目跟踪服务制度。农
场专门成立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和专业队

伍，对有意向到农场投资的客商，且投资项
目符合国家及农场产业发展方向的， 农场
积极加强与客商的沟通与接洽， 及时掌握
项目投资动向，力促投资商投资项目落地。

三是实行各单位“一把手”负责制度。
对投资规模较大的外来投资企业， 指派一
名农场领导牵头负责协调服务和推进落

实。同时实行一个部门领导负责联络、协调
一个企业，帮助企业解决疑难问题，并督促
企业达产达效。 明年共青农场各级干部将
领办、带办、协办一个项目或者招商一个项
目，也可争取政策扶一个、帮一个产业项目
落地，同时明确项目和实施挂钩， 谁的项
目谁实施， 进一步创新激励机制。

四是实行招商引资月例会制度。 农场
领导班子每月组织召开一次招商引资项目

协调服务会， 对招商项目的环保、 规划、

用地等内容进行联合评审； 解决需要农场
统筹 、 协调 、 审批的招商引资事项 ； 研
究、 协调和指导解决农场招商引资工作中
遇到的重大问题。

五是大力开展 “全民招商”， 建立招
商引资平台， 交流招商信息， 实行代理招
商， 推进定点招商。 借助外力， 打造引资
龙头。

思路：建园区 上项目 机制保障
今年 ， 共青农场将以明确责任抓招

商、 机制保障上项目、 规划先导建园区三
方面入手， 明确把创新创业产业发展提升

到农场工业发展的战略地位， 推动工业、
产业加快发展。

在园区建设方面， 农场将围绕 “打造
全垦区唯一国家级青年创业园区” 这一目
标， 制定了产业项目规划， 实施园区创新
创优工程， 全面计划投资300万元完善工
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 提升服务企业能
力， 放大 “洼地” 效应， 从制度和市场两
个层面上把园区服务工作做好做实， 努力
为企业解决原料问题 。 树立 “重点抓工
业， 突破在项目， 首要在园区” 的发展理
念 ， 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实现增比 、 进
位、 突破的重要载体。

在项目引进方面， 农场将尽快培育打
造主导产业， 使 “大项目顶天立地、 小项
目铺天盖地” 的目标在共青农场有招商途
径、 有项目支撑、 有园区承载。 构建以绿
色养殖产业、 绿色食品产业、 农产品深加
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化支柱 。 通过科技创
新， 夯实农业基础， 强化工业基础。 构建
绿色农业体系 ， 引进绿色 、 有机食品产
业。 诸如建立功能和配套齐全的种子繁育
基地， 力争改变国内部分种植物种子被国
外垄断的局面。 园区努力引进产业特色鲜
明、 附加值高、 带动基地能力强、 拉动就
业效果好、 发展后劲足的企业入驻， 创建
“全国青年创业基地”， 努力走出符合场情
特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凤鸣天然植物色素有限责任公司是共

青农场引进的新型龙头企业。 现如今， 这
家引资企业紧抓市场机遇， 与西班牙IQF
医药化学研发集团中国总代理签订叶黄素

销售合同， 迅速建立起公司的国际贸易渠
道， 已成为国内植物天然色素的供应基
地、 叶黄素油膏的主要生产厂家。 激活内
力， 培育民营龙头。 为激活民间资本， 农
场成立了民营龙头企业———正元乳业有限

责任公司 。 这个公司以 “为人类提供绿
色、 保健、 营养、 安全的优质产品” 为宗
旨， 将 “中国的雀巢” 作为企业的奋斗目
标， 向兴一方经济、 富一方百姓、 创百年
品牌、 造福社会的企业目标迈进。

再者是在机制保障上下功夫。 农场将
设立创新产业发展基金， 基金将重点投资
小微企业以及文化旅游等具有发展潜力的

产业项目、 产品和活动， 引导新型业态和
社会资本投资产业。 为营造良好的重点项
目建设环境， 该场要求全场领导干部树立
“人人都是投资环境” 的服务意识， 全方
位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 超前服务、 高
效服务 。 该场建立领导班子联系企业制
度 ， 采取 “一对一 、 点对点 ” 的挂点帮
扶， 为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 项目建设、
资金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设身处地为
企业着想， 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项目的施工
用电、 用水等问题。

（吕博雄 曲海龙）

农科专家眼中的共青农场
白 皓 曲海龙

李明顺：垦区发展需要大农业视角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玉米育种专家

李明顺眼里 ，“共青农场是中国未来玉
米生产的典范”。

参加这次黑龙江共青农场与青年科

技人才对接活动，是李明顺第一次深入了
解黑龙江农垦地区的耕作情况。在一望无
边的玉米地里，他拿着等待成熟的玉米向
当地农技人员分析选种、种植、玉米脱水、
病虫害的防治情况。 在进口大型农机具
旁， 看见535马力的拖拉机组可一次完成
破茬、深松、碎土、平整和镇压5项作业，工
作一昼夜可整地2100余亩，他感叹“中国
全能机械化的玉米种植在这里成熟”。

李明顺认为，共青农场的玉米品种

选择已经走在前列， 需要改进的是进一步
培育出脱水再快一点、 抗病性好一点的玉
米。他提出，在以共青农场为代表的黑龙江
垦区，需要有大农业的发展视角。

李明顺以自己为例， 他认为农业专业
的科学家们大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钻

研，深度有了但广度不够，在这次活动中，
自己和不同研究方向的农业青年科学家进

行交流，深受启发。
“大量玉米做成饲料，饲料又喂给了猪

吃羊吃。”李明顺说，“比如要把玉米种植和

饲料、畜牧等方面结合起来研究，就更明白
玉米该怎样更符合这条农业产业链的需

求。”
李明顺说， 这实际就是给共青农场等

垦区出了一道题： 怎么综合考虑农业发展
的问题。

在对接活动中，李明顺注意到，共青农
场有很多上了规模的生猪养殖企业， 饲养
条件现代化， 但对养殖带来的氮污染认识
不足，短期内可能没有问题显现，长期以来
会危害其他农业产业。同样，在发展工业的

过程中，如何循环利用资源，控制污染，
也是需要从大农业视角考虑的问题。

李明顺曾经到阿根廷南部的一个

农业区域考察，他发现当地的自然条件
和共青农场有共通之处，在阿根廷的那
块农业区域里， 聚集了进行文学创作、
农业观光的爱好者，在阿根廷树立起一
种文化标志。

“共青农场志愿垦荒的精神、适宜人
类居住的夏天和与俄罗斯相望美丽的小

镇，都是和农业相关的软资源。”李明顺
说，挖掘出软件的优势，吸引进越来越多
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创作、研究，会让
共青农场也成为北大荒的文化标志。

尹靖东：项目化合作助科企“结婚生子”“不能指望说一两句话、做一两场报
告就能把产业做大。”在参加完黑龙江共
青农场与青年科技人才对接活动后，尹
靖东建议， 用项目化的方式推动科技工
作者和地方企业合作是长久之道。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研

究员、 博士生导师， 尹靖东的主要研究
领域是动物营养， 他认为， 地方能主动
通过新闻媒体牵线搭桥， 与科研单位、
教学单位对接， 是一条正确的 “引智”
路线。

在尹靖东看来，搭建一个平台，让青
年科技工作者和地方、企业相互了解，为
下一步真正把前沿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先

进生产力提供了基础，“长久稳定的支持
要让合作走向市场化、产业化。”

“怎么市场化？怎么产业化？”尹靖东
的回答是：靠项目。

他认为， 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应该重
视科技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需
要配备相应的资金预算来支持科技含量

高的农业项目， 科技工作者可以利用研
究课题为项目匹配相应资源。

“农业项目比较特殊，很多需要手把
手地教，在田间地头实践研究。”尹靖东
说，只有用符合市场的方式运作项目，建
立共同的事业， 才有可能把优质的农业
做大。

在此次对接活动中，尹靖东第一次深
入了解了北大荒的生态特征， 他的评价是
“感觉非常兴奋”。在走访养殖企业、和养殖
户的交谈中，他常常感叹“这是一个出好东
西的地方”，提起技术，他又会感叹“欠缺的
技术并不是难题”。

他建议，共青农场应该加强宣传推介，

让北大荒从一个人人心中都有的概念中具

象出来， 知道共青农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无
公害和有机农业的基地，“确确实实有国内
并不多见的优质生态环境， 在这里发展农
业可以做出很多特色， 这里的资源型农业
在全国各地不可能复制。”

尹靖东同时建议， 共青农场把专家引

进来考察对接、 进行田间地头的实验是
第一步， 还需要尽快出台一套第一二产
业的项目合作模式， 增强对接科技和市
场的力量，与此同时，继续举办类似的科
技对接活动，持久助力区域发展。

“有时候第一次见面没什么感觉，但
产业在一直发展 ， 遇到新的机会和项
目 ，一碰，火花就出来了 。”在尹靖东眼
里 ，那就是科企对接 “结婚生子 ”的时
候。

郑天清：水稻育种研究有了共青新基地
3天的对接活动后， 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天清有了新目

标， 这位水稻遗传育种的科研工作者计划
在共青农场开辟一块水稻育种新基地。

“共青农场是典型的第三积温带地区，
对研究适合第三积温带种植的水稻有典型

意义。”郑天清说。
通俗地说， 积温是指一年内日平均气

温在10摄氏度以上持续期间日平均气温的
总和， 是研究温度与生物有机体发育速度
之间关系的一种指标， 第三积温带年积温
2300~2500摄氏度。

在实地察看共青农场的水稻种植情

况后 ， 郑天清发现 ， 从育种的角度看 ，
共青农场存在着第三积温带的普遍问

题 ： 品种类型相对单一 ， 亲缘关系过于
接近。

这就意味着， 一旦有病害能够打败一
种水稻本身的抵抗能力，就有可能让其他
品种的水稻也感染此病，最严重的结果就
是会造成连片的水稻染病，导致大面积减
产或者绝收。

共青农场的工人也有这样的担心，但
他们并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样的新品种。郑
天清在黑龙江有两处位于第三积温带的

试验田，培育新品种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

最近的一个实验基地距离佳木斯机场也

需要开车5个多小时。
“共青农场到佳木斯机场只有两个

小时的车程，我们方便。”
“我们愿意提供实验的土地。”

“我们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提高
研究效率。”

………
共青农场干部、 职工的热情感染了

郑天清， 他现场决定把育种的新基地安
排到共青农场， 共青农场也计划为郑天
清和研究团队在2015年提供1公顷土地，
用于实验研究。

“正在北京准备，要把育种材料带到
共青农场去， 努力给第三积温带多研究
出几个水稻新品种。” 郑天清说。

青年科技

工作者考察玉

米 高 产 示 范

区。

近几年， 共青农场粮食总产量、 单产、 亩效益连创历史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