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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低产田改良科技工程”项目课题实施进展会在京召开 

日期：2014年02月26日      

    近日，“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低产田改良科技工程”项目课题实施进展汇报会在北京召开。科

技部农村中心蒋丹平副主任、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董红敏副所长、项目专家组有关专家、

各课题主持人、研究团队负责人等80余人参加会议。 

    蒋丹平副主任简要介绍了当前我国农业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所面临的新形势，特别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保

障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对中低产田改良提出了更高、更加

迫切的要求。当前，我国耕地资源紧张、中低产田比例大、后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水资源短缺的态势更加严

峻，必须在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同时，强化中低产田改良、大幅度提高耕地质量和生产能力，对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实现“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强调“中

低产田改良科技工程”项目2014年应进一步注重阶段性成果凝练、增强课题间的资源整合和协调创新、重视经

费财务管理，做好科技报告制度等科技基础性工作，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为中低产田改良提供有效的技

术和模式。 

    项目专家组召集人曾希柏研究员介绍了项目总体实施情况，各课题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各课题实施进展情

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交流和讨论。项目自2012年正式启动实施以来，围绕不同类型中低产田及其主

要制约因子，开展重要制约性障碍因子解析与消减、有机碳库与养分库库容提升、耕地质量保育与提升、资源

优化配置等共性关键技术，以及区域中低产田改良技术、模式和产品研究，研发形成物化产品5项，筛选耐障碍

因子农作物新品种4个，形成中低产田改良技术模式23套，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2项，研制行业标准4项；获得省

部级奖励6项；同时，建设核心试验基地47个、面积1935亩，建设技术示范区27个、面积25万余亩。通过项目

研发技术的应用，技术示范区作物产量较项目实施前提高10%以上，养分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部分低产

田的障碍因子得到有效缓解，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做出了较大贡献。 

    下阶段，各课题将进一步强化实施，逐步建立形成阶段检查制度、重大问题及时汇报与协商解决机制，强

化课题经费管理指导和课题主持单位的自检制度，促进项目研究的顺利开展；进一步加强研究成果的凝练，加

强各课题的产出落实，确保完成预期目标。同时，积极做好低产田改良技术预测与重大需求调研等工作，为

“十三五”及今后我国低产田改良提供有效决策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