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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技轻骑兵”在东莞市大朗镇一农场指导果农做好荔枝病害防治工作。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华隆果菜保鲜有限公司内，生产人员正对荔枝快速预冷与减菌护色。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在罗定市水稻生产基地，组织开展全省农作物植保员飞防作业竞赛。

广东省佛山市新广农牧智能化孵化厅，全自动选蛋设备在挑选优质种蛋。

广东省珠海市半潜桁架式养殖平台广东省珠海市半潜桁架式养殖平台““格盛格盛11号号”。”。

广东，作为农业大省与科技创新强省，其农业科技综合实力稳
居全国领先地位，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典范。近年来，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秉持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的精神，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事业
迈上新台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效。

数据显示，广东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高达 73.3%，居全国
前列，彰显了广东农业科技创新的深厚底蕴和强劲实力。同时，广
东省以仅占全国 1.9%的耕地资源，却实现了约占全国 5.7%的农业
总产值和6%的农业增加值，这一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背后，正是科
技创新的强大支撑。科技已成为推动广东农业农村经济增长的最
核心、最关键的驱动力。

突破关键技术，打造农业科技创新高地

广东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以服务
“国之大者”为己任，在农业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充分
发挥了科技创新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村经济新动能培育中
的引领作用。

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精心组织并实施了农业科技十大主攻
方向的攻关行动，不仅实现了“模式创新”“资金管理创新”“目标考
核创新”和“成果运用创新”四大创新，还成功构建了高效协同、共促
创新的强大合力。通过这一系列创新举措，广东在农业科技领域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种业创新方面成绩斐然。广东省拥有超级稻品种 33个，占
比高达26%，位居全国前列。同时，广东还累计育成畜禽新品种（配
套系）40个，约占全国总数的15%，其中肉鸡配套系更是占据了全国
总数的40%。特别是新育成的“广明2号”白羽肉鸡配套系，成功打
破了国外种源的依赖，为畜禽种业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此
外，广东在水产新品种的培育上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培育了40个水
产新品种，约占全国总数的 15%。其中，黄唇鱼等珍稀水生动物的
人工繁殖技术在国内首次取得突破，为海洋渔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在农业科技攻关方面成就卓著。广东省聚焦精准农业、食品安
全、智能农机装备、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制造等领域，组织全省农业科
研机构、高校以及“国家队”驻粤单位开展联合攻关。通过这一模
式，广东成功突破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为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
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外，广东还加快了现代化海洋牧场的建设步伐，通过启动适
养品种核心技术攻关和打造国家现代海洋牧场种业创新基地等措
施，在深远海养殖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和海上实验方面取得了新突
破。特别是深远海抗风浪网箱技术的成功研发和应用，使得重力式
深水网箱的抗风浪能力提升了40%以上，为海洋牧场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坚实保障。

最后，广东在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通过建设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农业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省重
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并组建中央驻粤、部、省农业重点实验室联盟
等措施初步实现了实验室仪器设备、信息共享的目标。同时广东还
建成了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系统最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库和战
略微生物种质资源库等基础设施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健全服务机制，激活农技推广创新动能

广东省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再出实招，通过健全农技推
广体制机制，构建起多元化、立体化的农技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农
技服务效能，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农技推广网络密布，服务效能显著提升。目前，广东省已建立
起覆盖全省的农技推广网络，拥有农技推广机构1575个，基层农技
人员数量达到约 1.17万人。每年精心评选并发布一批农业主导品
种和主推技术，确保最优品种和最新技术能够迅速送达广大农民手
中。水稻等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高达98%以上，主推技术到位率
也达到了98.5%，有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提质增效。

构建“1+51+100+10000”新体系，激发农技推广新活力。广东
省积极探索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新路径，创新性地构建了
辐射全省区域的农技推广服务新体系。该体系以 1个省级农技推
广服务驿站为核心，统筹协调全省农技推广工作；依托51个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在县级
层面建设 100 个农技驿站，作为技术服务的桥头堡；遴选认定了
11287名农村乡土专家，成为连接科技与农民的桥梁。这一体系不
仅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还成了农村电商网红的孵化器，为
农民群众提供了便捷的技术咨询服务。

广东省农业农村系统深耕田野，智绘乡村振兴新画卷，为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而精心打造了
一支专业队伍。他们由来自农业科研院所、高校及农业技术推广
机构的优秀专家和技术骨干组成，经过严格选拔和培训，被派遣
到全省各地，精准对接服务典型村，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通过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全省农技推广人员迅速融入农村，深
入了解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民需求。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技术特长，为农民提供种植、养殖、加工等全方位的农技服务。从
优良品种的引进推广，到病虫害的绿色防控；从土壤改良与培肥，到
农产品品牌打造与市场营销，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农技特派员的智
慧和汗水。

全省农技推广人员不仅是农业科技的传播者，更是乡村振兴的
推动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科技兴农、人才强农”的深
刻内涵，为广东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事业树立了典范。

加速成果转化，推动科企融合创新发展

广东，作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先锋，始终坚持“效益为王”
的转化理念，以市场化思维为引领，大力推进农业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一系列创新举措的实施，不仅加速了科技
成果的落地应用，更为广东乃至全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
劲动力。

种业博览搭台，全球良种汇聚。广东省连续 22 年成功举办
广东种业博览会，这一国家级农业盛会已成为展示全球农作物
优良品种的重要窗口。累计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农作物优良品
种近 11 万个（次），为广东乃至全国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品
种资源。

平台矩阵构建，服务全面升级。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的效率与效果，广东省组建了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移服
务中心华南中心、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华南中心等
多个国家级、省级平台，并建立了广东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公共
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已认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及转
化平台 127 个，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供“成果展
厅”“成果评价”“转化交易”等一站式科技服务。其中，广州国家
农业科创中心更是成绩斐然，促成 2770 项合作协议，交易金额
超过 40 亿元。

企业创新引领，科企深度融合。广东省强化农业龙头企业在
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依托其建设了 294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和 73个农业科技园区，并明确规定产业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的
2.5%以上需用于科技研发。同时，建立科企合作对接机制，推动
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承接研发项目或共建研发机
构。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集团的合作模式，已成为全国科企合作
的典范。

“133N”模式创新，成果转化加速。广东省通过政府引导、企
业参与、科研单位支持的方式，构建了多维、分类、精准的转化通
道。该模式包括一系列科技成果比武分化、三类媒介催化（成熟
技术直接转化、单一技术集成匹配、破卡技术联合攻关）、三类示
范孵化（山区农业、都市农业、海洋渔业）以及N类推广转化，为全
省 294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1139 个驻镇帮镇扶村项目提供
了精准匹配的技术成果。

种业企业扶优，打造国际标杆。广东省还大力实施种业企业
扶优行动，推动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与温氏集团、华南农业大学等强强联合，组建广东中芯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目标直指打造世界前三的生猪种业龙头企业。同时，
积极推荐优秀畜禽、水产企业纳入国家种业企业阵型，数量位居
全国前列。通过建立阵型企业联系服务机制，协调地方政府和专
项资金支持，为种业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深化体制改革，释放乡村人才创新动能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正以农业科技体制改
革为引擎，持续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启动乡村CEO培训，赋能乡村振兴新篇章。广东计划三年为
全省乡村持续培养超过 1000 名满足未来乡村发展需求的经营型
人才，并通过他们对接都市资源，将城市圈的人流、资源和管理模
式带到乡村，实现富民兴村。

乡村职业经理人的选拔，重点培育立志在乡村发展，有乡村
振兴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事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乡村文旅项目运
营管理等相关工作的现代化人才。

首创“乡村工匠”评定，培育乡村人才新力量。广东省在全国
率先开展的“乡村工匠”评定和培育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截
至目前，全省共有 10430人获得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其中不乏
高技能人才，如正高级 175 人、副高级 690 人，中初级则多达 9565
人。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乡村人才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地位，更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省推广奖改革落地，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广东省按照
“重推广成效、重服务基层”的原则，实施了省农业技术推广奖改
革。改革明确主要完成人中基层人员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50%，这
一举措有效促进了专家下沉基层，与市、县基层农技人员携手共
进，共同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强化乡村振兴科技支撑。广东省在全国
率先开展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评定，并成功举办农业农村创业
创新大赛。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高质量实施“粤菜
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行动方
案》，进一步强化了乡村振兴的科技人才支撑。广东省通过特聘
乡土专家为基层农技员等举措，正逐步构建起一支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的乡村振兴科技人才队伍。

创建创新示范区，探索农业科技现代化新路径。为深入探索
农业科技现代化的新路径、新模式，广东省建立了深圳农业科技
创新先行示范区以及从化、海丰等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同
时，成立了深圳市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佛山鲲鹏现代农业研究
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功能，为农业科技现代化
提供有力支撑。这些创新示范区的建立，不仅为广东乃至全国的
农业科技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动力。

展望未来，广东将继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本版图文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