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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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1 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专项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和服务

“三区三州”等已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培育一批产学研

用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扶植壮大一批特色产业龙头企业；搭建人

才服务乡村产业创新平台，选派一批服务农业特色产业科技特派

员，实现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创新引领；示范并推广一批先进适

用性技术模式，培育一批特色产业科技示范户和种养能手，巩固

并提升脱贫成果，振兴乡村产业。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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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

概算 0.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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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方向拟支持数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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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中“拟支持数为 1~2 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当

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

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 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

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本专项 2021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特色粮油果蔬作物特征品质分析与特征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聚焦“三区三州”等地区的青稞、杂豆、山药等

特色杂粮产业，油菜等特色油料作物产业，黄花菜、高山蔬菜等

特色蔬菜产业以及杧果、柑橘等特色水果产业，针对产品特质性

成分不明、本底不清，特征品质评价技术和标准匮乏等问题，开

展特色粮油果蔬时空品质和多维品质评价研究，分析与鉴定特色

粮油果蔬中特质性成分的种类和含量，解析主要特质性成分形成

机理和环境互作效应；研究特色粮油果蔬加工过程中营养功能组

分及典型产品品质特性形成规律，明确典型制品品质特性评价关

键指标及其阈值，制定特征品质评价标准，集成特色粮油果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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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品质保持与提升技术，构建特色粮油果蔬品质指纹图谱数据库、

特征品质评价与保持技术及标准体系。

考核指标：阐明“三区三州”等已脱贫地区特色粮油果蔬作

物特质性成分 100 个以上，建立不同产品的特质性成分分析鉴定

方法 100 个以上，构建特色粮油果蔬产品特质性功能成分数据库

4 个，研建特色粮油果蔬特征品质评价模型 40 个以上，制定标准

和技术规程 150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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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

切实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乡村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集

成应用”重点专项聚焦国家战略亟需、应用导向鲜明、最终用户

明确的重大攻关需求，凝练形成 2021 年度“揭榜挂帅”榜单，

现将榜单任务及有关要求予以发布。

一、申报说明

本批榜单围绕特色畜禽养殖园、国家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等

重大应用场景，拟解决牦牛产业中品种退化严重、良种供给不足、

生产性能不优、规模化饲养和加工工艺技术滞后、效益不稳等关

键实际问题，拟安排国拨经费不超过 0.4 亿元元。拟支持项目数

为 1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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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牵头申

报的项目，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榜单申报“不设门槛”，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

要求，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要求。申报团队

数量不多于拟支持项目数量的榜单任务方向，仍按程序进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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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立项。明确榜单任务资助额度，简化预算编制，经费管理探

索实行“负面清单”。

二、攻关和考核要求

揭榜立项后，揭榜团队须签署“军令状”，对“里程碑”考核

要求、经费拨付方式、奖惩措施和成果归属等进行具体约定，并

将榜单任务目标摆在突出位置，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限时攻

关。项目（课题）负责人在揭榜攻关期间，原则上不得调离或辞

去工作职位。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最终用户意见作为重要考量，通过实地

勘察、仿真评测、应用环境检测等方式开展“里程碑”考核，并

视考核情况分阶段拨付经费，实施不力的将及时叫停。

项目验收将通过现场验收、用户和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在真

实应用场景下开展，并充分发挥最终用户作用，以成败论英雄。

由于主观不努力等因素导致攻关失败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

责，并依规纳入诚信记录。

三、榜单任务

1. 牦牛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需求目标：针对“三区三州”等地区牦牛产业存在品种退化

严重、良种供给不足、生产性能不优、规模化饲养和加工工艺技

术滞后、产业效益不稳等问题，研发与集成良种选育、杂交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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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繁殖、健康养殖、品质提升等生产关键技术，并开展应用示

范。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1）适宜“三区三州”等地区的牦牛优良品种选育。利用

分子育种技术，选育适宜性牦牛优质高产品种 10 个以上，杂交

组合 5个以上。

（2）牦牛生产实时监测与疾病智能化诊断系统以及智能管

控关键技术研发与装备。研发集成高效关键技术和相关智能装备

20个以上。

（3）牦牛宰后分级分割、保鲜物流及高值化加工利用关键

技术研发与新产品创制。开发牦牛肉、乳加工新产品 10个以上，

打造知名品牌 6个以上。

（4）创建适宜性绿色高效生产模式，并在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建立示范基地。创建品质提升和高效生产模式 10 套以上，制

定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10 个以上，服务国家或省级农业

科技园区 5个以上。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18 个月后开展“里程碑”

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4000万元。

其他要求：1.揭榜单位需由所在省（市、自治区）科技厅推

荐；2.项目下设的每个课题中至少有 1家企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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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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

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

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榜单任务）基本相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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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

生，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或有关港澳高校的外籍科学家及港、

澳、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

职受聘人员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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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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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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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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区的公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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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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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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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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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揭榜挂帅”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

要求，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戴泉玉、王峻，电话：010-685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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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王汉中 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2 宛晓春 安徽农业大学 教 授

3 田见晖 中国农业大学 教 授

4 熊明民 中国农科院 研究员

5 沈峥 同济大学 研究员

6 鲍大鹏 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

7 范益群 南京工业大学 教 授

8 刘作华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研究员

9 代方银 西南大学 教 授

10 张伟丽 山东伟丽种苗有限公司 高级农艺师

11 包怡红 东北林业大学 教 授

12 郭兰萍 中国中医科学院 研究员

13 洪竞科 重庆大学 研究员

14 吴华瑞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

15 王树昌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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