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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关村”概念破题
为农业装上创新引擎

“什么是中关村？”
北京平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

成员、二级调研员付春华对本报记者说，“在
我看来，就是这个地方由创新驱动着前进。
要从这个角度理解农业中关村，就很容易理
解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了。”

管委会窗外，是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
中心。京瓦中心被誉为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引
擎。“京瓦”二字，“京”好理解，“瓦”代表
着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始于这所大学的“农
业金三角”模式，将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
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三方平等地坐在一起，
共同寻找产业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
由此构建出一个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京瓦中心所借鉴的，正是这种“农业金
三角”模式。而北京这座城市，也有推广此
种模式的先天优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京瓦中心理事长李德
发说，北京聚集着大量农业科研机构，成果
出了不少，但很多却无法投入应用；另一方
面，实际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鲜少有人
研究。仅在农业科技领域，北京就拥有涉农
科研院所24所、涉农领域重点实验室和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200余家，聚集了约50%的农
业领域两院院士，以及专业育种人员1000多
人、农业科技人员近2万人。

“建设农业中关村，不是为首都增加新
的负荷。恰恰相反，科创高地、国际交往所
聚集来的各类资源，能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
强大动力。”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2021年，在北京市政府推动下，由中国
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首农食品集
团等 5 个单位共同发起并成立了民办非企业
机构——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以新
型研发机构运行机制引进荷兰“政府+科研
机构+企业”的“金三角”模式。到现在，
京瓦中心已成功引进孵化 8 家创新型中小企
业，涉及人造蛋白、食品检测等领域，此外
还有十余个应用性项目在孵化中。

如今，京瓦中心着力构建全球开放共享
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
和国际交往平台。目前，京瓦中心总部功能
实验室和果业、园艺示范园区、奶业示范园
已基本建成，吸引了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等多个专家团队，以及苏陀科
技、爱科检测等农业科技创新公司研发团队
入驻。

来到京瓦中心的示范园，会看到一些与
众不同的果园、温室和智能化养殖场。

在果业示范园，只有一对农民夫妇在管
理运营。一眼望去，整齐划一的果园上方支
着白色的防雹网，可防止冰雹、鸟类侵袭，
也有一定的防晒效果。果树才种了一年，树
上已经挂满了还未成熟的果子。负责人介
绍，这里采用的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矮化密
植栽培技术，从种植方式到水肥精准灌溉，
从植株高度到摘果方式，从施肥到除草，都
有非常严格的考量。相关技术，分别来自荷
兰、英国、以色列等多个国家。

几米之外，是用传统方式种植的果树，
果树密密麻麻、高大粗壮。但京瓦中心果业
示范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用最新技术种
植的果园，单位面积产量是传统果园的两到
三倍，需要的人工量是传统果园的1/3。两相
对比，正是为了显示出全新种植方式的优
势。这才种了一年，即将迎来收获，而传统
种植方式往往需要3年左右的等待时间。

“我们希望将国际合作和成果转化作为京
瓦中心的重要职能之一，与欧美等国家的涉
农院校和研发机构建立广泛联系，取各方之
所长，助力中国农业科技发展。”京瓦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如在节水和无土栽培方面与以
色列开展深入合作，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向意
大利和法国“取经”，在农业食品领域能够与
南美、北美合作。

攻克“卡脖子”问题
做好育种工作

当地时间 6 月 16 日早上 6 时 49 分，坦
桑尼亚航空 TC403 航班降落在达累斯萨拉
姆尼雷尔国际机场。飞机上，有一批特殊

的乘客——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
司自主培育的 1.55 万只“京红 1 号”高产蛋
鸡和 1000 只“沃德 188”快大型白羽肉鸡父
母代种鸡。

这是我国自主培育的种鸡首次实现出
口，也是国产畜禽品种向国际市场迈出的标
志性一步。在欧美企业垄断国际市场多年
后，中国自主培育的品种正在为世界提供一
个新选择。

在平谷峪口镇，炎热的夏天里，来自全
国各地的车依然在峪口禽业厂区来来往往。

“中国人每吃 2枚鸡蛋就有 1枚来自我们
的蛋鸡。”峪口禽业副总经理、家禽研究院院
长吴桂琴博士告诉本报记者，在峪口禽业多
年努力之下，蛋鸡率先成为了不受国外控制
的高产禽畜品种，从种源确保14亿中国人蛋
筐子稳定供应。这些蛋鸡以产蛋多、死淘
低、耗料少、蛋品优和综合效益高等特性深
受全国养殖者信赖，成为农业农村部推介的
农业主导品种。

除蛋鸡外，来自峪口禽业的肉鸡同样推
向了全国。以此次出口为例，“京红1号”是
中国培育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蛋鸡品
种，“沃德 188”则是我国首批自主培育的快
大型白羽肉鸡新品种之一，2021年12月，在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第 498 号公告中被正式授
予品种证书。

别看一个小小家禽，在这一领域，中国
也曾在很多年里被“卡脖子”。比如，占我国
肉鸡市场近 50%份额的白羽肉鸡，种源长期
100%依赖进口。

如今，峪口禽业已是全球最大的蛋鸡
制种公司，不但将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还第一次将中国产品种送往世界。用
吴桂琴的话说，这次出口可以说是“一石
激起千层浪”，这几个月，很多国家与地区的
企业前来洽谈，探讨进口中国种鸡的事宜。

在平谷，这并非孤例。越来越多的育种
机构正加速向平谷区聚集。据统计，平谷区
拥有9个国家级种业研发平台、4个省部级以
上工程技术中心和实验室、高端科研创新团
队21个，吸引苏陀替代蛋白研究中心、大伟
嘉种猪生物育种实验室等行业高新企业和机
构入驻平谷，玉米、小麦、大豆、种猪等生
产性能国内领先。

比如在马铃薯育种领域，今年初，华颂
生物育种研究中心正式落户平谷。作为国家
69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之一，华颂种业来
到农业中关村，希望用科技、数据和服务赋
能产业，提升马铃薯商业化育种水平，壮大

马铃薯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今年 7 月，早熟全能鲜薯食用型的“华
颂香早”在平谷试验田迎来丰收。这是华颂
公司结合平谷地区的气候、土壤环境以及种
植季节引进的品种，今年在产量上、品相
上，都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打通“最后一公里”
“博士农场”的启示

这里是北京平谷区峪口镇，眼前是几个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蔬菜大棚，大棚里种的是
在北京比较常见的西瓜品种。在近 40 摄氏
度的天气里，骄阳下正在务农的人，大都是
博士。

“这里叫‘博士农场’。” 硅润科技负责
人朱玉帛告诉记者。可别小看眼前这几个大
棚，背靠中国农业大学相关科研团队，这里
正在探索着全新的水肥一体化模式。

大棚里，摆放着几个蓝色的大罐子，它
们都连接到一台写着“温室水肥智慧调控系
统”的机器上。机器上除了操作台，还插满

管道和带有刻度的器皿，各种肥料与水在这
里掺混后，直接供应 5 个大棚的水肥需求。
朱玉帛操控机器，可以清晰地看到酸碱度、
肥料比例等关键参数，再选择5个大棚中的1
个，配置好的肥料就会随着水流，精准灌溉
到这个大棚里的每一株植物。

就连西瓜植株，也不是直接种在地上，
而是种在一个个装满营养土的盆中，掺着肥
料的水在这里直接精准滴灌。就这样，5 个
大棚只需要两三名熟练的农民便可以完成日
常管理。本报记者采访这天，当地农民正在
采摘西瓜，才运营第二年，西瓜就迎来了丰
收，产量喜人。

这里是“博士农场”第一批试点的农场
之一，自 2022年 6月创建以来，已经形成了
草莓、西瓜交替种植的有序局面。朱玉帛告
诉记者，这套水肥机已经引起了北京乃至全
国很多地区客户的兴趣。

当然，从研发实验室来到田间地头，很
多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朱玉帛说，大棚里
高温高湿，还不时有水雾和尘土。这种环境
下设备还能不能保持肥料输出浓度的稳定
性、实际应用中该注意什么，都是“博士农
场”要解决的问题。但无疑，这里已经迈出
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事实上，如何打通从科研到农田的“最
后一公里”，一直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如今，
借由“博士农场”的试点，平谷区希望打造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农业创新创业舞台
和孕育农业企业家的摇篮。

截至目前，平谷区已经有 117 个“博士
农场”获批创建，分布在 17 个乡镇街道，
吸引了 13 位院士和 411 位博士参与，高精
尖人才来到田间地头，成为农业创新创业
的主体。平谷区则在政策、资金、住房、
出行等方面为科研人员和农业学子提供诸
多优渥条件，还选派优秀的年轻干部跟进
项目。

如今，在“博士农场”中，已经引进了
荞麦、旱稻、中草药、叶菜类蔬菜、食用菌
等种质资源 620 多份，优异生菜、五彩茄
子、中药材生态种植等 100 余项成果得到市
场认可，初步形成了“博士团队+企业+村集
体”“博士团队+政府+合作社”等多种合作
模式，“博士农场”也在逐步成长为一个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农业中关村的意义，也许已经超出平谷
区本身。

从国家层面，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提出，要“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而农
业中关村，也正是在这个大方向上，探索如
何走出一条适合超大城市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道路。

从北京市层面，2023年北京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两次提到“农业中关村”。其中明确
提出，落实农业中关村建设行动计划，加快
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实施种业
振兴行动。积极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大力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
促进设施农业绿色高效发展，开展农产品

“三品一标”行动，打响“北京优农”金字
招牌。

在平谷区层面，有诸多具体计划。2023
年初，平谷区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今年将启
动升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深化
与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科技部合作共建，
充分用好北京市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行动计
划和十条措施，制定实施平谷区推进落实具
体措施，强化金融等重点领域规范服务，用
好科创基金，确保取得实际成效。如今，这
些计划正在一步步落地。

正因如此，平谷农业中关村建设得到
了国家部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支持。

2021年10月，农业农村部、北京市委市
政府签署《共同打造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合
作框架协议》，为农业中关村建设提供了强大
支撑。2022年，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 《北京
市 推 进 农 业 中 关 村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2022-2026 年）》《北京市关于加快推进平
谷农业中关村建设的十条措施》，将农业中关
村纳入北京市重点产业发展功能区和北京

“两区”建设重点产业园区。
6月2日，教育部与北京市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平谷农业中关村建设被列为部市
合作内容之一。根据约定，未来教育部和北
京市将在政学协同、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等
方面共同助力农业中关村建设。

在北京，诸多部门、众多科研机构，都
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农业中关村。

比如北京市政协。“加快农业中关村建
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是北京市政协今年
重点协商议题之一。7 月 28 日上午，北京市
政协围绕这一议题召开专题协商会。大家认
为，北京市科技资源丰富，科技自主创新能
力强，建设农业中关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应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优
化环境、深化改革，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不断探索符合首都特点的科技兴农道路和乡
村振兴模式。

农业中关村，瞄准的是成为具有全国引
领作用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张士功表示，下一步北京将把
农业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农业中关村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
农业科技强市建设，到2026年在农业科技创
新资源集聚、科技创新产出、科技服务能力
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农业中关村”里的农业未来
本报记者 刘少华

俯瞰北京，平谷区位于京郊东北角，平原、山
区、浅山区各占1/3。过去，这里偏居一隅，似乎只
有大桃闻名于外。如今，这里正在掀起一场农业科
技创新的风暴，对农业生产进行深刻改革。

“农业中关村”，如今成为很多平谷人挂在嘴边
的词汇。

2020年7月，北京市政府批复《平谷区农业科技
创新及产业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

首次提出打造农业中关村。2021年10月，北京市政
府与农业农村部签署《共同打造中国·平谷农业中关
村合作框架协议》，部市合作共建农业中关村。如
今，这一概念已经落地3年时间。

很多人印象中，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或许不是
“种地”的地方，但科研人员有不同的看法。如何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在北京平谷
区，农业中关村正在探索一条新路。

▲5月28日，在北京市平谷区京瓦温室园艺示范园，西樊各庄
科技小院驻村大学生测量番茄果实硬度。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4月8日，在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镇拍摄的梨花。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6 月 14 日，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的南营村“博士农
场”，工作人员查看西瓜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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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风光，这里是游客观光、采摘的
好去处。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