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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湟中区高原农业科技创新
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开展东西部协作，提升湟中农业科技水平，促进湟中

区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

特制订本方案。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名称

西宁市湟中区高原农业科技创新项目

（二）项目主管单位及责任人

西宁市湟中区农业农村局 张 银

（三）项目技术支持单位及责任人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顾 军

（四）项目建设地点

鲁沙尔镇、上新庄镇、拦隆口镇巴达村、多巴镇玉拉村

（五）项目实施内容及规模

在湟中区多巴镇玉拉村草莓种苗繁育基地开展草莓育苗高

标准试验示范展示，对江苏农科院专家技术服务进行补助；在拦

隆口镇巴达村（种子站繁殖场）设立“西宁市湟中区高原农业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视频会议信息系统，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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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展示与推广、人才培养等工作；加强人员能力建设，

开展技术人才培训，举办新型经营主体培训班 3 期、90人次，

举办专业技术人才培训班 2期、60人次。

（六）项目实施期限与进度

2023年 8月—2023年 12月

（七）项目投资预算及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 150万元，全部为东西部协作资金。其中：“科

创中心”建设预算资金 119万元、人才培训预算安排资金 29.88

万元、其他费用 1.12万元。

（八）项目效益

“科创中心”项目充分整合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科

研成果、人才培养等优势合，将成为解决产业发展难点痛点，开

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通

过江苏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指导，将有效促进草莓产业的健康快速

发展。同时，通过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帮扶、技术培训和指导，促

进新型经营主体开阔视野、开拓思路，促进优势特色产品品牌建

设，进一步促进一 ，扩大生产规模，增强生产效益，

增强联农带农能力。另外，项目的实施，成为“宁宁协作”新的

亮点，增强两地企业信心，促进人员交流，为两地更加深入的合

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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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

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

援战略的深刻重大意义，贯彻落实省、市、区东西部协作的部署

安排。以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自觉践行“一优两高”，立足新发展阶段，树牢绿色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围绕“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战略，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产业发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深化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三、项目实施背景及必要性

青海有着海拔高、气候冷凉、干燥、温差大、紫外线强等特

殊条件，尤其是青海东部农业区是草莓生长的最好地区，生产出

的种苗具有成活率高、花芽分化好、抗性强、病害少、结果早、

坐果率高、果大果型好，含糖量高、口感好等特点，深受国内种

植户的青睐。湟中西纳川、云谷川地区设施农业基地种植草莓多

年，已形成规模化种植，逐渐培育成为湟中区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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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苏青”协作和“宁宁协作”，依托“栖霞-

湟中帮扶平台”，江苏省农科院通过到湟中区考察调研，双方通

过交流支持湟中区发展草莓产业，双方签订了《湟中区人民政府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共建“湟中农牧业科技创新中心”合作框架协

议》。江苏农科院愿借助其科研优势资源，与湟中区共同建设“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高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通过开展咨询服务、

科技创新、技术指导、人才培养，指导、协助湟中区草莓产业特

别是草莓育苗的发展，合力推进湟中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

四、建设目标

充分整合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科研成果、人才培养

等优势，充分发挥青海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光照丰富的自然

资源禀赋和湟中区农牧产业优势，合作共建“科创中心”。该中

心将以市场为导向，以院地合作项目为抓手，立足湟中、服务西

宁、面向青海，针对产业发展难点痛点，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人才培养等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

五、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一）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简介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是直属江苏省人民政府的综合性公益一

类农业科研机构，科学院本部位于风景秀丽的钟山风景区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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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1916亩，在南京溧水、六合分别建有 1218亩植物科学

基地和 3316亩动物科学基地，在盐城建有 8860亩沿海现代农业

科技创新与示范基地。全院现有 28个研究所，按专业领域在南

京设有 16个研究所，按农业生态区划在江苏省设有 12个农区所

（分院）。全院共有在编职工 2200余人，具有高级职称 786人，

有院士 1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 5名、国家级重点人

才 4名、省级以上突出贡献专家 7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56

人，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56人。拥有部省级以上科

技创新平台 97个，其中，国家工程中心 1个、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 15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成果丰硕，主持研究“沤改旱、旱

改水” 耕作技术、“三黄三黑” 高产稳产栽培技术、高产抗病

新品种“徐薯 18”“扬麦”系列、“两优培九”“南粳”系列、免

疫疫苗等一大批重大农业技术成果，探索实践“公益性、市场化、

平台型、智慧化”成果转化实现路径，技术服务和转化能力显著

增强。建立公益性亚夫科技服务体系，依托 42家亚夫工作站、

120名科技特派员和 118项亚夫专项，在全省累计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 595个，推广面积超 1000万亩，科技支撑全省 29个农产品

区域公共品牌打造；组建市场化苏农科技术转移中心，打造“苏

农科”品牌，全院年均成果转化收益超 1.5亿元，转化超千万元

成果 7个，成果转化收益在全国 3000余家高校院所中位居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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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即研即推、边创边推”思路，与地方政府、园区等成立平

台型产业研究院 68家，其中具有独立法人资质、实体化运行产

业研究院 8家；打造智慧化长三角科技服务云平台，创设新闻资

讯、咨询问答、监测预警等六大功能板块，架起成果转化“供给

端”与“需求端”智慧桥梁。

（二）西宁市湟中区种子站试验站简介

西宁市湟中区种子站试验站，位于拦隆口镇巴达村（原良种

繁殖场），基地拥有建设用地面积 39亩，耕地 372亩。现有日光

节能温室 4座，2000平方米；数量大棚 2座，700平方米；连栋

温室 1 座 1920 平米；培训楼 1 座 1755 平米和学员宿舍楼 1 座

1600平米。晾晒棚 1座 300平方米；粮库及库房 5间。近年来，

以建设科技含量高、辐射功能强的西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载体，

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培养掌握现代农业技

术的新型农民，引导帮助更多的群众依靠科技发家致富，用科技

杠杆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园区已建成“两心三区”（即农业

科技培训中心、蔬菜育苗中心、高原果蔬引进展示区、露地蔬菜

引进展示区、小麦蚕豆良种繁育区）的格局，辐射带动周边村社

1500 户，推广应用科技含量高的新品种、新技术，使 85%以上

的重点农田成为高产、优质科技开发示范田。

六、项目实施规模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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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立“高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在西宁市湟中区种子站试验站设立“西宁市湟中区高原农业

科技创新中心”，依托该“科创中心”，邀请江苏农科院专家至湟

中区进行调研，开展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成果转化、展示与推

广、人才培养等工作。

（1）按照先期签订的协议，由江苏农科院选派专家在玉拉

草莓种苗繁育中心开展草莓育苗高标准试验示范展示，后续拓展

到蔬菜、花卉、畜牧养殖、动物疫病防控等领域，对江苏农科院

专家技术服务进行补助。

（2）为便于由江苏农科院专家在苏远程培训，或者赴湟中

区在当地开展技术讲座，技术培训等工作，根据需要建立视频会

议系统。在新设立的西宁市湟中区高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湟中

区种子站试验站）建立 1处视频会议主会场，在区畜牧兽医站、

多巴镇畜牧兽医站、上新庄畜牧兽医站设立 3处分会场。建立培

训长效机制，高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邀请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专家赴湟中开展调研、培训、知识讲座，

推广新技术、新模式。

2.加强人员能力建设，开展技术人才培训

（1）能人培训计划。对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返乡创业人

员、致富带头人等（包括南京帮扶的 27家专业合作社）在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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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培训、观摩，举办南京帮扶新型经营主体 3期，每期 7天、

30人，共培训 90人次；

（2）专业技术人才能力提升培训。组织农牧业专家、专业

技术人员培训在省内开展培训、观摩，局办培训班 2期，每期 4

天、25人，共培训 50人次。

七、项目投资预算及资金筹措

（一）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 150万元，全部为 2023年东西部协作专项资金。

（二）投资预算

1.设立“科创中心”预算资金 119 万元，其中：

（1）技术指导服务费用 50万元，主要用于专家服务费、技

术指导费等费用，根据相关服务协议安排江苏省农业科院专家技

术服务费、技术指导费用共 50万元，分批支付，其中 30万元按

照协议先行支付，剩余 20万元依据技术服务的进度支付，具体

按照有关财务制度和规定执行。

（2）设立视频会议信息系统预算资金 49 万元，其中，会议

系统建设 43 万元，年度运营维护费用 6 万元。

（3）“科创中心”工作经费 20万元，用于技术指导专家的

往返交通、接待、食宿，“科创中心”牌匾制作费用，以及开展

观摩、调研、技术指导等过程中的产生的车辆燃油费、车辆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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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等费用。

2.技术人才培训安排资金 29.88 万元，其中：

（1）能人培训计划安排资金 22.68 万元，在省内举办能人

培训班 3期，每期 7天、30人，共培训 90人次，预算标准为 360

元/人/天，培训对象为新型经营主体、致富带头人、种养殖大户

等；

（2）专业技术人才能力提升培训安排资金 7.2 万元，在省

内举办能人培训班 2期，每期 4天、25人，共培训 50人次，培

训对象为农牧业专家、专业技术人员，预算标准为 360元/人/天。

培训标准以湟中县财政局 中共湟中县委组织部 湟中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省财政厅 省委组织部 省公务员

局〈关于印发青海省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湟财字〔2017〕432号）文件执行。

3.招标代理、审计等其他费用 1.12 万元。

八、实施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实施期限

2023年 8月—12月

（二）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2023年 8月上旬：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报批等前期工作；

2023年 8月下旬-10月：项目组织实施，包括：专家技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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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服务、人员培训、示范基地建设等；

2023年 12月：资料整理、项目总结、项目验收等。

九、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通过江苏农科院专家的草莓育苗展示示范和技术指导，将大

力提高玉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草莓育种基地的生产能力和科技

水平，进一步完善提高一级、二级草莓苗繁育规模。预计每年可

繁育一级、二级草莓苗 500万株，可直接实现产值 300万元，间

接带动草莓种植户 1000多户，年实现产值 1500万元以上。

（二）社会效益

项目充分整合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科研成果、人才

培养等优势合作共建“科创中心”。该中心将成为解决产业发展

难点痛点，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于一体的科技

创新平台。通过江苏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指导，将有效改善草莓脱

毒技术关键环节，丰富我省草莓种植种类与品种，扩大草莓育苗

规模，加快草莓新品种的推广步伐，提高优良种苗覆盖率和种植

效益，促进草莓种植农户增产增收，促进草莓产业的健康快速发

展，项目将间接带动周边的草莓种植户 1000多户，促进其增收。

同时，通过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帮扶、技术培训和指导，促进新型

经营主体开阔视野、开拓思路，促进优势特色产品品牌建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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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促进一 ，扩大生产规模，增强生产效益，增强联

农带农能力。另外，项目的实施，成为“宁宁协作”新的亮点，

增强两地企业信心，促进人员交流，为两地更加深入的合作奠定

基础。

十、利益联结机制及联农带动模式

（一）利益联结机制

项目主要为“合作社+基地+种植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即镇

政府主导，玉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主体，整合各类项目资金、

村集体土地即农民经营土地，经过土地流转后，利用项目资金建

设玉拉设施农业产业园，玉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对温室、大棚、

草莓育苗设施等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将部分草莓育苗温棚、设

施出租给第三方育苗企业（植健公司）生产经营草莓原种苗，玉

拉村股份经济利用设施农业产业园设施、设备开展草莓生产苗培

育，并出售给周边草莓种植户，带动草莓种植户提高草莓种植水

平，促进增产增收。该项目产生的收益，均归玉拉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所有，由其在玉拉村“两委”班子、群众监督下，统一安排、

统一使用，用于产业发展、村基础设施建设、分红、脱贫户帮扶、

公益岗位等。

（二）联农带动模式

1.吸纳务工带动增收。对有劳动力而无工作的农户，由村集

Evaluation Warning :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PDF for .NET.Evaluation Warning :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PDF for .NET.



— 12 —

体经济合作社、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吸纳到产业园基地进行务工

计酬。以“授人以渔”的原则，加大对有劳动力而没有技术的农

户培训力度，促使其掌握一门种养殖技能并吸纳其就业。

2.提高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水平。项目的实施，为我区“致富

带头人”、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种养殖大户提供技能培训、观

摩，提高其技术水平，开拓思路，促进产业升级和品牌建设，帮

助其促进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企业生产效益，带动周边群众务工

就业，扩大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

3.入股分红带动增收。农户可以通过资金入股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年底进行分红，也可以土地入股，对有土地，无劳动力和

资金的农户，由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将其占有的土地进

行折股量化，投入合作社或是企业，让农户直接参与分红，实现

储蓄增收。

4.流转土地带动增收。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

玉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把农户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形式集中到

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农户耕地，农户在拿到

土地流转费用的同时，还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农民通过就地务工

或到其他行业进行劳务付出增加收入。

十一、项目组织管理及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强化项目顶层设计，湟中区人民政府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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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共建“湟中农牧业科技创新中心”合作框架协议。湟中区人民

政府成立专班，协调做好科创中心建设，并提供年度专项经费保

障中心日常运转。依据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科研成果相关管理办法，

经双方协商，共同制定《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高原农业科技创新中

心管理办法》。

（二）项目运行管理

西宁市湟中区高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设立在区种子站试验

站，独立运行，与设立在该站的“西宁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相

互独立。区种子站负责“高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设立和挂牌。

西宁市湟中区高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区种子站）负责该项目的

人员培训、观摩，与江苏农科院专家的对接协调，负责玉拉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建设玉拉草莓种苗繁育中心并开展试验示范等。玉

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江苏农科院专家提供试验示范展示基地，

并配合江苏农科院专家完成育苗试验、技术推广等工作。

（三）资金管理

项目资金使用按照《苏青东西协作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青乡振兴局〔2021〕68号）执行。项目按照政府采购制

度的有关规定执行，资金进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坚决杜绝挤

占、挪用、截留现象发生。项目实行报账制。加强资金在运行全

过程的监督和检查，做到账目清楚，手续齐全，支出合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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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对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接受审计监督，确保项目资金专

款专用。

（四）资产权属

该项目产生的视频会议系统等固定资产和收益均归“西宁市

湟中区高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所有，由其管理单位湟中区农业

农村局负责管理、维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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