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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推进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建设工作要点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

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同意建

设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批复》和《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支持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高水平建设农业强省和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南

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农高区）高质量发展，

现制定 2024 年推进农高区建设工作要点如下。

一、着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质态

1. 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省未来食品技术创新中心

完善食品检测、中试放大和企业孵化等功能，加快创建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持续推进南京农业大学作物表型组学研究参与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研发中心入园

落地。大力推进东部创新港高效运营，面向省内外涉农高校院所，

引进一批创新资源入驻并发挥作用。积极推动南京林业大学白马

校区投入使用，校地联合创建生态碳汇价值转化和共享平台。（省

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南京市按职

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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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快高端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支持农高区培养引进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鼓励符合条件的人才申报省各类人才计划和国

家重大人才工程 10 人次以上。鼓励和支持南京农高区青年科技

人才围绕生物育种、智慧农业、农产品加工等优势领域，申报国

家、省自然科学基金杰青、优青、青年基金等青年科技人才创新

专题项目。指导做好博士后载体、乡土人才载体申报建设和高层

次急需紧缺人才培养、评价等工作。高频次举办科技人才项目路

演活动，选聘（派）“科技副总”和科技特派员选派 8 人次以上。

（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南京市按

职责分工负责）

3.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持续深化长三角地区农业

科技创新合作，推动长三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中心高效运

行。强化校地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南京农业大学、江南大学、省

农科院等高校院所与农高区全面深入合作，鼓励入园高校院所建

设技术转移中心，完成技术合同登记额 1.5 亿元以上，推动农业

科技成果“研究在高校、转化在园区、推广在长三角”。坚持全

域农高区理念，大力实施“一区多园”建设，努力在全区建设农

高区分园（基地）10 个以上，更好地承接农业创新成果落地、

先进农业技术示范场景打造、优质特色农业项目落户。（省科技

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南京市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着力推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4. 加快创新型企业培育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与高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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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共建企业研发机构，共同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合申

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加快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引进重

点行业和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引导支持省属企业和省级国有资

本参与农高区投融资和项目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

入库 100 家以上。鼓励农高区企业建设国家级国际贸易高质量发

展基地和省级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支持符合要求的生产主体发

展绿色食品，开展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培育涉农产品注

册地理标志商标，支持企业开展“零碳农产品”认证。（省科技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知识产权

局、省国资委、南京市按职责分工负责）

5. 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发展乡村优势特色产业，

围绕草莓、蓝莓、优质稻米、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加

快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与推广应用，建设农业全产

业链特色链。提升农高区现有出口优势产业，大力扶持市场前景

广阔的新兴出口产业，推进高水平农产品加工集中区建设，推动

农产品加工业和新型食品加工业集聚发展，加快创建中国（国际）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推动农

高区产品参加优质农产品品牌推介发布和产销对接活动，积极构

建线上、线下销售网络，提升农高区产品品牌价值。继续推进粮

食仓储设施建设、优质粮食工程和粮食物流产业园区培育，着力

发展“水韵苏米”等特色粮食品牌。持续打造休闲农业精品，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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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申报“苏韵乡情 百味乡食”地方特产品牌。（省科技厅、省

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省供销合作总社、南京市按职责分工负责）

6.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围绕“建立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

“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等试点任务，深化宁锡常接合片

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探索。大力促进农文旅融合发

展，培育一批主题创意农园，指导推进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村

镇建设，积极争创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省级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农高区加强地理标志培育和保护工作，促

进地理标志与生态旅游、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农村承包

地、集体产权、宅基地等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土地、人才、技术

和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挥农业

龙头企业、合作社等主体的带动作用，建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

联农带农载体，积极争创就业富民乡村振兴基地。（省发展改革

委、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知识产权局、南京市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三、着力推进农业科技合作交流

7. 深化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支持农高区与荷兰、法国等国

家进一步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交流，培育建设国别合作园区，

推动法国安迪苏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等国际合作项目入园建设。

加强与有关外国使领馆、协会、企业互动对接，组织一批境外科

技创新机构代表到农高区举办技术项目路演和现场对接洽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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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农高区企业申报双边产业研发合作计划项目，助力农高区“小

而美”项目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走出去。支持参与举办第三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合作交流大会等活动，引导农高区入驻

高校院所建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常态化机制，推动农高区企业与

国际农业人才团队开展联合攻关或承接转移转化技术成果。充分

发挥国际友城资源优势，严格落实推动最大程度便利商务人员往

来八项举措，在因公出国（境）审批、签证服务等方面，为农高

区提供优质便利服务。支持参加第二十五届（2024）江苏农业国

际合作洽谈会。（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外办、南

京市按职责分工负责）

8. 打造特色品牌活动。深入实施科技计划成果“进园入县”

行动，举办成果发布、项目路演、项目对接等系列活动 8~10 场，

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资源向园区集聚。提升中国江苏白

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国际影响力，大力推进农业会展发展，继续

高标准承办好南京农业嘉年华、未来食品产业峰会等农业科技交

流活动，积极争办更多国家级、省级有影响力高端农业科技展览

与会展活动，打造农高区自主品牌活动 3~5 个。（省教育厅、省

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南京市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着力强化要素保障

9. 提升公共服务承载能力。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围绕“一城一环两田园”空间布局，以村庄整体风貌引导提升为

抓手，完善高标准农田、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挖掘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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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创建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 1~3 个。持续推进重点塘坝综合治理、水环境综合整

治，实施白马镇五七水库库容恢复及生态清淤工程、袁村河生态

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优化数字乡村功能布局，建立精细化、精准

化、智能化长效管护考评体系，持续夯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成果。持续支持农高区开展省级 EOD（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模式）

试点项目建成运营。加快实施教育布局五年提升计划，发挥集团

化办学优势，鼓励师资交流，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巩固卫生

镇村及健康镇村建设成果，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医

联体建设，推进农高区医疗水平全面提档升级。（省教育厅、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南京市按职

责分工负责）

10. 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农高区完善管

理体制机制。指导农高区创建省级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建设产业

知识产权联盟，加强高价值专利转化工作。增强省综合金融服务

平台精准服务功能，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发挥省普惠

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撬动作用，推动金融资源聚焦农高区发

展。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等地方金融组织发挥增信促融作

用，进一步提高“三农”和小微业务新增规模，降低融资成本，

服务涉农企业和农户。加大涉农企业上市培育服务，推动更多涉

农企业上市或挂牌融资。继续加强农高区土地要素保障工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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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规开展详细规划修改或技术修正，深化推进产业园区用地提

质增效，积极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继续加大农高区规划环评、

建设项目用林组卷报批、良种培育和林草种苗基地建设等工作的

指导力度。（省委编办、省委金融办、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知识产权局、省林业局、南京市按职责分工负

责）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4年3月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