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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乡村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

重点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2 年度部省

联动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已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

业发展，扶植和壮大一批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产学研

用融合的创新联合体和服务农业特色产业科技特派员，示范并

推广一批先进适用技术模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振兴乡

村产业。

2022 年度指南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先安排重大、关键且紧迫，以

及具备一定基础的任务。拟启动 6个项目方向，安排国拨经费概

算 1.18亿元。

如无特殊说明，每个项目方向拟支持数为 1项，实施周期不

超过 5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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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

不超过 10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

1. 特色干果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聚焦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等地区的板栗、

核桃、枣和榛子等特色干果产业，针对特色优质高产品种缺乏，

栽培管理复杂费工，加工技术装备标准化、自动化、规模化程度

低，精深加工与高值化利用技术落后，产品加工及储藏过程中品

质劣变、功能活性发挥不足等问题，重点开展适宜性优良品种筛

选，轻简化、省力化栽培技术创新；研发集成适度加工与品质提

升关键技术和装备，开发干果生产副产物综合加工与高值化利用

技术，创制感官品质好、营养功能强的干果新产品；构建特色干

果产业共性关键技术体系，在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立示

范基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特色干果加工适宜性品种 20 个以上，研发

集成轻简化、省力化栽培管理技术体系 4套以上，研发集成适度

加工、活性保持、品质提升、副产物利用等关键技术和装备 10

个以上，制定规模化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10项以上，开发即食、

休闲食品、营养健康食品等不同加工梯级新产品 30 个以上，服

务知名品牌 5个以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5家，带动 1万户农户

年均增收 2000 元以上，服务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4个以

上，服务创新型县（市）2个以上。

联动省份：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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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寒地特色果树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东北高寒地区蓝靛果、抗寒中小苹果、秋子

梨、树莓、黑穗醋栗和笃斯越桔等寒地特色果树产业存在的品种

混杂、种植不规范、产业效益不稳等问题，筛选适宜的优质高效

品种；研发集成轻简化高效栽培、品质提升、病虫害绿色防控等

生产关键技术；研发寒地特色水果的物流保鲜和加工过程中营养

功能组分的保持与提升及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创建适宜

性绿色高效生产与高值化利用模式，在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

区建立示范基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寒地特色果树品种 20 个以上，研发集成轻

简化优质绿色高效栽培和保鲜加工等配套生产关键技术和相关装

备 20个以上，创建优质绿色高效生产模式 15套以上，制定寒地

特色水果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20 项以上，开发功能性寒地特色

水果加工新产品 15个以上，服务知名品牌 15个以上，培育壮大

龙头企业 15家以上，带动 3万户农户年均增收 2000元以上，服

务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3个以上，核心示范面积 1万亩，

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5万亩，辐射带动 30万亩，服务创新

型县（市）2个以上。

联动省份：黑龙江省。

3. 乡村特色产业社会化服务数字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聚焦我国已脱贫地区特色果蔬、特色畜禽、生态

茶等乡村特色产业，针对其聚集度低、生产成本过高，社会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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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供需对接不畅、生产关键环节服务覆盖面窄、服务质量良莠不

齐等问题，研究乡村特色产业服务主体准入及标准化生产服务关

键技术，制定乡村特色产业服务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研究乡村特

色产业全链条社会化服务数字化管理技术，开发乡村特色产业社

会化服务主体、产品、市场、信用数据汇聚系统和多要素时空地

图，构建乡村优质特色产业主体及服务图谱库；构建乡村特色产

业社会化服务多维评价模型，研究“服务端—生产端—消费端”

供需精准匹配与个性化推荐技术，研发乡村特色产业社会化服务

资源智能推荐系统；建立线上线下结合的乡村特色产业社会化服

务大数据平台，在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创新型县（市）、

革命老区县内开展示范推广应用，探索多元服务主体融合发展服

务模式。

考核指标：面向我国已脱贫地区制定特色农产品社会化服务

技术规程或标准 100项以上，开发乡村特色产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产品、市场、信用数据汇聚系统 1套，构建乡村优质特色产业主

体及服务图谱库 1套，覆盖特色果蔬、生态茶等农产品 100个以

上，构建社会化服务供需精准匹配模型 5套以上，开发乡村特色

产业社会化服务资源智能推荐系统 1套，开发乡村特色产业社会

化服务大数据平台 1个，在 50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创新型

县（市）、革命老区县内开展示范应用，实现注册生产经营主体

50万个以上、服务小农户 500万人次以上、实现交易 2万次以上，

基于平台打造社会化服务品牌 20 个以上，形成现代农业综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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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区域性服务联盟、村集体托管等服务模式 3种以上。

联动省份：江西省。

4. 猕猴桃等特色浆果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聚焦大别山区、秦巴山区等地区猕猴桃、草莓、

蓝莓等特色浆果产业，针对优良品种结构不合理、配套栽培技术

缺乏、保鲜及加工关键技术落后等问题，筛选适宜性优质高产抗

逆性品种；研发集成抗性砧木嫁接、脱毒种苗繁育、轻简化高效

栽培、高效授粉、水肥高效利用、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生产关键技

术；研究特色浆果采后物流保鲜及高值化综合加工利用关键技术，

开发特色浆果加工新产品；研发生产全过程信息自动化采集、数

字化监测、智能化诊断关键技术与管控平台，研制无人化喷药和

视觉分级分选装备；创建适宜性绿色高效生产模式，在国家级或

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立示范基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适宜性特色浆果品种 30个以上，研发集成

配套生产关键技术和相关装备 50 个以上，创建品质提升和高效

生产模式 30套以上，制定特色浆果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30项以

上，开发特色浆果加工新产品 10个以上，服务知名品牌 10个以

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10家以上，带动 3万户农户年均增收 2000

元以上，服务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3个以上，核心示范面

积 1万亩，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5万亩，辐射带动 30万亩，

服务创新型县（市）2个以上。

联动省份：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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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色夏秋茶绿色生态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等地区夏秋茶产业存在

的良种覆盖率低、加工技术和智能化装备落后、原料资源利用率

低、茶园夏秋季综合产值不高等问题，筛选适宜该地区的优质高

效专用品种；研发集成茶园化肥减施增效、病虫草害绿色防控、

轻简高效栽培和加工技术，构建全程质量安全控制技术体系；研

发特色夏秋茶产品精深加工技术、茶叶功能成分绿色提取和多元

化加工利用技术，开发夏秋茶功能成分提取及多元化产品；开展

夏秋茶智能化加工、采摘装备的研发与技术参数精准化研究，研

制特色夏秋茶智能化精深加工及采摘关键装备，在国家级或省级

农业科技园区建立示范基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夏秋茶高效利用的优质高产茶树品种 10 个

以上，研发集成夏秋茶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及智能化加工、采摘装

备 20 个以上，创建夏秋茶高效生产利用模式 7套以上，制定规

范化茶园生产、加工技术规程或标准 20 项以上，开发夏秋茶特

色功能成分提取及多元化新产品 20 个以上，建立夏秋茶茶园生

态绿色生产示范基地 10个以上，服务知名品牌 7个以上，培育

壮大龙头企业 7家以上，带动 1万户农户年均增收 2000元以上，

服务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3个以上，服务创新型县（市）

2个以上。

联动省份：湖南省。

6. 藏鸡、藏猪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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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青藏高原地区拉萨白鸡、从岭藏鸡等藏鸡产

业、藏猪产业种质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优良品种退化、规模化饲

养和加工工艺技术滞后、产品附加值低、品牌效益不高等问题，

筛选或培育适宜性优良品种；研发藏鸡、藏猪品质和生产效率提

升综合调控关键技术，研发疫病净化与控制技术，研发屠宰工艺

创新、生鲜品分级、保鲜物流及高值化加工利用关键技术及新产

品；创建适宜性智能管控、绿色高效生产模式，在国家级或省级

农业科技园区建立示范基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提纯、复壮和筛选藏鸡品种或杂交组合 4个以上，

提纯、复壮和筛选藏猪品种或杂交组合 2个以上，研发高效生产、

疫病控制、屠宰分级、保鲜加工等提质增效关键技术 15项以上，

创建智能管控、绿色高效生产模式 10套以上，开发藏鸡、藏猪

品质特色加工产品或生产设备 15 个以上，制定规范化生产技术

规程或标准 15 项以上，服务知名品牌 8个以上，培育壮大龙头

企业 8家以上，培养生产技术人员 300人以上，带动 1万户农户

年均增收 3000 元以上，服务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2个以

上，服务创新型县（市）或主产县（市）5个以上。

联动省份：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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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3）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

作为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供

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

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

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课题），课题负责人

可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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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项目执行期不超过 5 年。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

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戴泉玉、王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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