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学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集 

·128· 

 

国家粮丰专项河北项目区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创新探析 

 

尹宝重 1，郭丽果 2，张月辰 3 

（1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河北保定，071001；2.河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河北保定，071001； 

3 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院，河北保定，071001） 

 

摘  要：明确国家粮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专项（简称“国家粮丰专项”）河北项目区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创

新的思路、效果及创新之处，为相关农业类项目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创新开展提供参考。采用文献分析与

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国家粮丰专项是“十三五”期间河北省最大的农业类科研项目，在河北省粮食

增产增效、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围绕“十三五”国家粮丰专项河北项目区技术体系

集成与示范创新的思路进行了探析，首先分析了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的开展背景，针对不同生态区集成的

技术体系，以及效果特色，重点围绕新乐玉坤农业种植合作社以龙头企业带动为核心的优质高效增值模式，

宁晋垄上行以土地托管为依托的节本增效模式，辛集市保高丰农场以科研项目牵引的轻简绿色高效技术模

式，并对项目管理开展的工作和创新思路进行了总结。国家粮丰专项河北项目区面向不同生态类型区有针

对性的开展技术体系集成创新，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带动技术示范辐射效果良好；其中，项目科

学高效的管理机制在技术集成示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家粮丰专项河北项目区；技术体系；集成创新；示范应用；管理 

 

0 引言 

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的重要渠道，也是技术示范类科研项目的最终目

标。河北平原是我国重要粮食产区，围绕地方农业

生态条件，集成相对应的技术体系并进行示范，对

推进农业增收增效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粮食丰产

科技工程”由国务院统一部署，科技部等 4 部委联

合组织，2004 年启动实施。作为国家粮食丰产科技

工程河北项目区（简称河北项目区），河北省是首

批和全程参加的省份之一。由河北农业大学牵头，

省内外 20 余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参加，300 余名科技

人员组成项目团队，围绕抗逆丰产与资源高效利用

等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2004~2005 年，建成了

我省“一田三区”技术实施体系和“矩阵式”粮食科技

创新管理体系；“十一五”突破了节水高产同步的技

术瓶颈； “十二五”突破小麦玉米均衡增产的技术瓶

颈；“十三五”突破增产增效协调的技术瓶颈。截止

目前，河北粮丰项目创新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3 项，省部级一等奖 8 项，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

华农业科技奖”优秀创新团队，被科技部评为国家

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先进集体，被教育部评为中国高

校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 

“十三五”国家粮丰专项分为二期启动，2017 年

启动项目为关键技术创新与模式构建，2018 年启动

项目为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二期项目衔接紧密。

其中，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是贯穿“十三五”国家

粮丰专项全程的最重要工作之一。通过技术集成与

示范，不仅将创新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组装优化落地，

还真正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打通科研成果到田间

地头的最后一公里。本研究基于“十三五”国家粮丰

专项河北项目区技术集成与示范的创新与应用效

果进行分析，旨在为应用示范类农业科技项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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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集成与示范提供参考。 

1  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的开展背景 

河北平原（也称海河平原）位于黄淮海北部，

是全国冬小麦、夏玉米主产区。小麦、玉米常年播

种面积约 233.3 万 hm2 和 300 万 hm2，分别占全国 

10.1%和 9.4%。该区是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制北缘，

热量资源不足、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1]。化肥、农

药过量施用，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农田生态环境失

衡。加之近年来河北省灾害性天气频发，粮食生产

防御突发性自然灾害能力不足，气候的不确定性导

致有害生物发生加重，均严重影响作物产量提高。

同时，耕地减少、全程机械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也制

约了粮食产业的持续发展。针对河北平原小麦-玉米

生产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以不同区域生态条件为基

础，以实现小麦玉米持续丰产为目标，以节水抗逆

高效为核心，节水丰产优质并重，开展了一系列关

键技术创新与技术体系集成，并以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为抓手，进行了大面积的示范应用，取得了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2  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的核心内容 

依据河北省太行山山前平原区、黑龙港平原区

和燕山山麓平原区各自特定的生态和生产条件，依

托 2017 年启动的粮丰专项创新的关键技术与构建

的模式，面向不同生态类型区集成了相应的技术体

系：①针对太行山山前平原区麦玉两熟水热资源不

足、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集成以水热资源配置、

保土培肥、健株抗逆、肥水一体化运筹等关键技术

为主体的节水增效技术体系；②针对黑龙港平原区

热量限制、地下水枯竭等问题，集成以光热匹配优

化、精播轻简化、促早发防早衰等关键技术为主体

的节水轻简技术体系；③针对燕山山麓平原区水热

不足、病虫害多发等问题，集成以品种合理搭配、

肥水耦合、促发防衰抗逆等关键技术为主体的节水

高效丰产技术体系，以及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体系。

进一步对集成技术体系在对应的生态类型区进行

示范辐射，为不同生态类型区节水、丰产、增效技

术体系示范辐射和应用效果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3  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的效果 

自 2017 年度实施以来，项目组按照项目预期

任务和目标开展预期关键技术集成、技术示范辐射

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和培育研究，项目的各

项任务和预期指标均得到顺利实施和完成[2]。项目

建设示范县 11 个，小麦和玉米示范面积累计分别

为 21 万 hm2 和 11.4 万 hm2，辐射面积累计分别为

205 万 hm2 和 104.4 万 hm2。项目区小麦-玉米周年

两熟作物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13.5%，肥料利用效

率提高 11.5%，光热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16.8%，劳

动生产效率提升 20.6%，周年两熟实现节本增效

9.8%，累计节水 16 亿 m3。培育带动 119 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累计培训农业技术专职人员 2827 人

次，新型职业农民 18046 人次。项目区累计粮食增

产 239.24 万吨，新增总经济效益 53.88 亿元，对缓

解由于地下水超量开采引发的京津冀地区系列生

态问题，推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生态和

社会意义。 

4  技术体系示范特色 

项目组针对河北平原不同类型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小麦玉米周年两熟生产中水热资源条件、土

壤状况、耕作制度等具体情况，整合项目组、企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多种资源，以搭建提升项目

集成技术体系有效示范为核心，以农资和人才为新

型主体发展“两翼”，以土地和销售渠道为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保障的“五力合一”引领新型经营主体培育

体系（图 1），形成协同发展平台有效运行项目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种典型的模式。通过项目组

引领均实现农资批量采购、优质低价节约成本；农

机大规模操作降低单位面积均成本；有效开展集成

技术示范应用，实现小麦玉米生产节水减肥减药省

工、节约生产经营成本等丰产和水肥光热增效目标。

发挥了新型经营主体示范和展示现代先进农业技

术的科技引领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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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五力合一”引领河北平原项目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体系 

4.1  以龙头企业带动为核心的优质高效增值模式 

新乐玉坤农业种植合作社位于太行山山前平

原区的河北省新乐市，以小麦、玉米种植为主。依

托该合作社，河北项目区构建了以龙头企业带动为

核心优质高效增值模式。该模式通过项目组产前牵

手新乐市种子公司、科迪华和先正达等中外农资企

业，以优惠价格购买优质种子以及高效农药、化控

剂农资；产中小麦和玉米关键期协同新乐市种子公

司在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现场观摩、技术讲座

和交流会；产后协助新型主体与河北省大型小麦面

粉和食品加工企业金沙河、五得利对接，形成生产

优质麦原粮稳定销售渠道。依托该新型主体示范平

台，项目实施期间开展有效小麦、玉米周年两熟节

水、丰产、增效技术体系示范，带动项目区累计示

范小麦面积 0.686 万 hm2，玉米面积 1.25 万 hm2，

累计增产小麦 677.7 万 kg，玉米 1440.1 万 kg，新

增经济效益 4726.9 万元（图 2）。 

 

图 2 玉坤农业种植合作社以龙头企业带动为核心的优质高效增值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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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土地托管为依托的技术节本增效模式 

垄上行土地托管协会位于黑龙港平原中南部

的河北省宁晋县。协会成立于 2012 年，到 2021 年，

公司拥有 5613 名会员，110 个分会（服务站），全

托管土地 0.267 万 hm2，半托管 0.59 万 hm2，辐射

带动周边县市区乃至全省。成立了由科研单位、农

技组织、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机

农资服务公司、粮贸企业等 16 个单位组成的“垄

上行粮食产业联盟”。该协会采用“四位一体”组织运

行模式，采用土地全托管和半托管方式。通过项目

组引领，有效提升了该新型经营主体小麦玉米周年

两熟生产中统一采购、播种、灌溉、植保、收获、

销售“六统一”服务水平；通过项目组开展小麦玉米

收获和产后减损技术引领，优化了新型主体小麦玉

米产后粮食储存、加工、销售、粮食银行等服务质

量和效率，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及周边项目区粮食生

产节本及增效。依托该新型主体技术示范平台，示

范小麦玉米周年两熟节水、丰产、光温增效、轻简

技术体系，小麦示范面积 4.6 万 hm2，玉米面积 2.3

万 hm2，累计增产小麦 2162.4 万 kg，玉米 2448.5

万 kg，增加经济效益 20395.7 万元。项目组引领推

动了该新型经营主体的土地全托管和半托管面积

分别在项目实施前的基础上增加 920hm2 和 1.33 余

万 hm2（图 3）。 

 

图 3 垄上行以土地托管为依托的技术节本增效模式示意图 

4.3 以科研项目牵引的轻简绿色高效技术模式 

辛集市保高丰农场成立于 2013 年，位于河北

省辛集市马庄乡马庄村，主要开展农作物种植、农

机作业服务、农业技术开发、咨询与培训，农业技

术试验、示范与推广。农场成立以来，先后承担“十

二五”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十三五”国家粮食丰

产增效科技创新专项 100 余项试验。依托该农场，

河北项目区构建了以科研项目牵引的轻简绿色高

效技术模式，以推进小麦、玉米生产中资源高效利

用、集成创新示范辐射绿色标准化生产体系为目标，

通过对包括轮作、耕作等传统农业措施定向优化，

融合生物农药、微生物菌剂（菌肥），以及肥料减

量分层施用，融合多光谱监测作物养分和病虫害与

无人机变频飞防相结合，通过各类科研项目集成示

范，开展各类技术培训、样板田观摩，推动农事作

业轻简绿色和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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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保高丰以科研项目牵引的轻简绿色高效技术模式示意图 

5  国家粮丰专项河北项目区的管理特色 

5.1  项目间高效协作 

本项目重点衔接 2017 年启动的粮丰专项，两

个项目均由河北农业大学主持，共有 49 位人员同

时参加上述项目。两个项目参与单位中共有 9 家单

位同时参加两项目，课题主持单位除河北科技师范

学院外，其余课题主持单位一致，从实施单位和人

员上保证了项目衔接的便利性。通过共用“河北粮

丰”公众号和“河北粮丰科技信息网”，促进了项目成

果、研究动态等信息的共享。通过两个项目负责人、

科研骨干协同参加项目申报、视频答辩以及项目启

动和实施，在小麦、玉米关键生育时期，统一组织

小麦、玉米测产和联查等工作；邀请二期项目课题

主持人参加课题总结交流会和辐射县农技人员田

间管理技术培训等促进项目衔接，围绕河北平原区

小麦、玉米水肥增效高产技术模式、农机农艺配套

和有机融合、绿色高效防控等限制项目示范辐射区

关键生产问题，进行了合作研发，取得了良好效果。 

5.2  项目间资源与数据共享 

本项目和 2017 年启动的粮丰专项，通过科研

密切衔接，充分实现了项目间的资源和数据共享，

包括项目区气象和生态资源数据共享、关键技术支

撑数据共享，通过互相借鉴和相互完善，提升了项

目各年度的实施质量和效果。具体实现途径：①共

用粮丰专项课题办公室平台，系统组织和协调两个

项目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②共用项目区试验站和

试验基地、河北省领导和技术职能部门、项目区农

资服务机构组织，开展项目预期年度研究任务；③

与二期项目共同组织召开年度交流和总结报告会，

实现数据资料共享。 

5.3 核心组强化项目实施效果 

成立了由项目负责人、课题负责人和技术骨干

组成的项目核心组，定期组织课题汇报交流，在小

麦玉米关键生育期开展联查活动和技术指导。通过

每年组织小麦联查、技术指导、示范区观摩、技术

培训等活动，并邀请李春喜、王慧军、米国华、刘

孟雨、刘小京等国内知名专家查看小麦玉米长势、

示范区试验进展、示范区和辐射区建设等情况，针

对活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

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改善了课题间紧密协同程度，

避免了课题、子课题间研究任务的重复交叉。此外，

通过对课题进度和完成任务指标情况检查督促，确

保了项目及各课题预期研究任务和指标的完成。 

6  结语 

长期以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和生态

环境改造不断深化，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的压力日益

加剧。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严重制约了粮农的种

粮积极性，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模式进一步

制约了丰产高效粮食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针对上

述问题，“十三五”粮丰项目执行期间，先后共有 300

余名科研人员参加关键技术攻关与技术示范辐射，

不仅解决了大量单项生产技术难题，也为不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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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体系化的发展思

路。尤其培育了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造了技

术落实和展示示范的桥头堡，实现了科技成果到田

间一线落地的“天-地”连通。这些卓有成效的“粮丰

特色”，也必将会在未来河北省农业发展中持续赋

能，助力三农大计、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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