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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农计〔2022〕7号

关于印发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
集成推广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省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支持政策集成，经研究，省农业农村

厅、省财政厅制定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

申报指南，现印发给你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任务部署，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

念，聚焦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核心目

标，健全以科研团队为技术引领、示范主体为推广依托、辐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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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受益对象的实施组织体系，优化全产业链技术集成、农机农

艺综合配套、示范推广基地整合的推广应用模式，完善创新应用

一体、实施重心下沉、产业增效共享的效果评价机制，进一步巩

固提升农业科技推广应用覆盖面和影响力，为推动全省农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助力农业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

列。

二、支持重点

（一）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围绕我省 25 个优势农

产品产业，跨学科、跨领域集聚科技资源，系统开展全产业链共

性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和集成示范推广，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每个体系设立 1个集成创新中心、若干个技术创新团队

和示范推广基地，2022年增补一批示范推广基地，增补基地安排

优先向国家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倾

斜。另外，2022年增补一名特粮特经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按

照《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方案》要求执行）。

（二）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提升粮食生产和特色

产业发展农机装备支撑能力，加强农机装备与技术研究开发、试

验示范和应用推广，开展缺门断档机具、特色产业农机装备等关

键共性技术创新，特色、智能、绿色农机装备与技术试验示范，

设施农业、林果茶、渔业、畜牧、农产品初加工等领域农机装备

与技术推广。

（三）重大农业科技装备集成示范。聚焦稳产保供和高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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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推广，建设一批技术集成、选址集中、建设节约、展示集聚的

重大农业科技装备集成示范基地，为全省面上推广应用积累经验

和树立标杆。2022 年先启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和稻麦轮作

“无人化农场”集成示范。

三、支持方式

（一）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实施期限 3年，实行

一次立项、分年实施、年度考核、有进有退，集成创新中心、技

术创新团队和示范推广基地 3 类项目补助标准分别为 60 万元、

30-40万元、30万元。2022年计划增补 30个左右示范基地项目，

不调整安排集成创新中心和技术创新团队项目。

（二）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 2

年，研究开发、试验示范、推广应用 3类项目补助标准分别为 50

万元左右（其中补短板方向 150 万元左右）、50 万元左右、100

万元左右，2022年计划分别安排项目 15个左右、18个左右、15

个左右。

（三）重大农业科技装备集成示范项目实施期限 1年，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和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2 类项目补助标准分

别为 300万元、200万元，2022年计划分别安排项目 4个、8个。

四、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为在江苏省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业技

术推广单位，具有科技服务示范能力的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以及涉农科研教学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



— 4—

项目负责人为申报单位在职在编人员，身体健康，无不良信用记

录及应结未结项目，确保在职期间能够完成项目。在符合上述申

报条件的基础上，还需分项满足以下具体条件。

（一）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推广基地项目

1、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年龄在 55周岁以下（1967

年 6月 30日之后出生），近 3年从事所申报产业相关领域工作，

能够牵头组织 5名以上技术人员组成推广示范工作组。项目负责

人所在单位与申报单位不一致的，须提供单位间共建协议。

2、申报单位所属基地应在本产业农产品优势产区设立，有一

定的规模，稻麦基地面积 100亩以上，特粮特经和园艺基地面积

50亩以上，生猪年出栏 1000头以上，肉羊年出栏 300只以上，

肉禽年出栏 4万只以上、蛋禽存栏 1万只以上，河蟹、克氏原鳌

虾、青虾、鮰鱼养殖面积 100亩以上，紫菜养殖 500亩、育苗 500

平方米以上，特色畜禽、特色水产基地规模参照同类型基地。基

地实质性生产经营 3 年以上，自 2022 年 7 月起有 5 年以上土地

使用权，有发展潜力，能够代表和引领当地该产业科技发展。

3、2021年申请终止或被淘汰的基地不得申报。

（二）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

1、农机装备与技术研究开发类项目限农机企事业单位、涉农

科研院校和省级农机装备与技术创新平台申报，科教单位牵头申

报的，需联合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鼓励企业牵头、联合科

教单位申报。农机装备与技术试验示范和应用推广类项目限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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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渔业、畜牧）技术推广机构申报。

2、项目执行专家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掌握申报项目

领域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有一定的前期工作基础，具备较强的技

术创新能力。每名项目执行专家限报 1个项目，同时参与申报项

目不得超过 1个，其他项目参加人员参与申报项目不得超过 2个。

在研项目执行专家不得再作为执行专家申报项目。

3、以企业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的，企业自筹经费应不低于省

级财政补助经费的 30%。

（三）重大农业科技装备集成示范项目

1、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集成示范项目。由设区市农业技术

推广机构申报，联合 1-2个科研教学单位、片区内重点县农技推

广机构和种植主体共同实施，承担所在片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任务 8万亩以上。

2、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集成示范项目。由农业技术推广机

构或省级单位申报，基地面积 500亩以上；具备一定数量的稻麦

生产主要作业环节相关农机装备并实际投入使用；具有一定数量

的农机农艺技术人员力量，能保证各生产环节农艺与农机技术有

效配套，有较强的技术指导服务能力。

五、申报要求

（一）申报指标。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推广基地项目

各设区市限推荐 1个，国家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及国家农业绿

色发展先行区各限推荐 2个，同一产业限推荐 1个。现代农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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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南京市限推荐 10个、其他设区市限推荐 6

个，县（市）限推荐 2个，省级单位限推荐 3个，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大学、扬州大学、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各限推

荐 4个、其他部省院校各限推荐 2个，南京国家农高区和农创园

各限推荐 2个、省农机装备与技术创新平台限推荐 1个（属地申

报，不占当地指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集成示范项目设

区市限推荐 1个；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集成示范项目设区市限

推荐 1个。

（二）申报程序。项目申报单位自愿提出申请，向当地农业

农村局或省以上主管部门提交《2022年度省级农业科技转化与集

成与推广项目申报表》（格式见附件 3）和项目申报材料（要求详

见附件 4），并根据省制定下发的《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与集成推广项目绩效目标指标体系表》（详见附件 2），结合当地

实际，合理编制项目绩效目标值及评价指标值一并报送。各地农

业农村局、省以上主管部门对申报单位的资格条件、申报材料、

社会信用情况进行严格审核，择优推荐项目，拟推荐项目报省前

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于 4

月 29日 17:30前实行线上申报提交，具体要求参照往年。

（三）申报材料。项目材料包括申报推荐文件（市县农财两

部门联合行文、省以上涉农主管部门单家行文）、项目申报汇总表

（格式同附件 3）、项目绩效目标及评价指标表、推荐公示证明材

料和分项申报材料。项目材料于 2022年 4月 29日前报省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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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厅相关业务处室，具体份数、细化要求等本通知未尽事宜由相

关业务处室（详见“六、联系方式”）另行通知。

六、联系方式

（一）省农业农村厅

1、项目申报联系：科教处毕冬梅（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

目），025-86263804；农机装备处高晋宇（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

范推广项目、重大农业科技装备集成示范项目-稻麦轮作“无人化

农场”），025-86263170；种植业管理处谢静静（重大农业科技装

备集成示范项目-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025-86263620。

2、政策咨询联系：计划财务处施瑾，025-86263713。

（二）省财政厅

农业农村处纪晟，025-83633155。

附件：1．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目录

2．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绩

效目标指标体系表

3．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申报表

4．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申

报材料要求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省财政厅

2022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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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
项目目录

一、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推广基地项目（立项计划数：

30个左右）

1001 水稻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02 小麦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03 特粮特经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04 蔬菜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05 西甜瓜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06 葡萄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07 草莓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08 花卉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09 茶叶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10 梨产业示技术示范推广

1011 桃产业示技术示范推广

1012 生猪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13 肉羊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14 肉鸡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15 蛋鸡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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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水禽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17 奶牛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18 河蟹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19 青虾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20 克氏原鳌虾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21 紫菜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22 大宗鱼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23 特色果树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24 特色畜禽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1025 特色水产产业技术示范推广

目标要求：承接产业技术体系新成果试验示范、熟化集成和

转化推广，大田作物类基地推广 5000亩以上，设施园艺类基地推

广 500 亩以上，生猪基地推广 1 万头以上，肉羊基地推广 3000

只以上，禽类基地推广 10 万只以上，水产养殖基地推广 500 亩

以上；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新装备综合示范；

组织观摩、推介、培训及创业实训等活动，培训技术推广人员、

科技示范户和职业农民；建设 5 个以上示范点，对接 10 个以上

科技示范户；调查、收集生产实际问题与技术需求信息，监测分

析疫情、灾情、市场等动态变化并处理相关问题。

二、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

（一）研究开发类（立项计划数：15个左右）

1、补短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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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装备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开展基于品种

搭配、扩行缩株、营养调控、减量施肥、绿色防控、封闭除草、

机播机管等关键技术研究，研发适合江苏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模式的专用保障装备。

目标要求：1.研制 6行及以上大豆玉米一体化播种机、自走

式高地隙分带宽幅喷杆喷雾机各 1台。2.播种机一次播种大豆 4

行、玉米 2行，行距为玉米 400mm、大豆 200 mm-400 mm（可

调），株距为玉米 100-140 mm、大豆 80-120 mm，玉米与大豆行

距 600 mm-700 mm（可调），播种深度为玉米 40-50 mm、大豆 30-40

mm，施肥深度为 50-100mm。3.植保机离地间隙不小于 900 mm，

轮距 1400 mm，喷幅不小于 8米，分带定向喷施。4.制定配套技

术规程 2-3项。5.申请或获得国家专利 4-5件。6.制定相关技术标

准 2项。

2102 设施番茄（彩椒）采摘机器人研制与开发

研究内容：针对我省设施西红柿、彩椒种植模式，研究作物

智能化采摘模型，开展设施内行走承载平台、抓取采摘摆放执行

单元、采摘作物识别和定位单元技术研究，并进行智能化采摘系

统技术集成，解决设施内果实识别难、枝叶遮挡、采摘破损等问

题，研究出适合我省设施种植模式的西红柿或彩椒田间采摘机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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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要求：1.适合我省设施种植模式的西红柿或彩椒田间采

摘机器人 1台。2.行走定位速度≥2米/ min；采摘速度≥10个/ min；

载重量≥50kg；识别成功率≥90%；采摘成功率≥90%。3.制定配套

技术规程 1项以上。4.申请或获得国家专利 1件以上。

2103 苹果（梨）智能高效采摘机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苹果（梨）采收各工序环节要求分辨、采摘、

收集、无损等特点，改善苹果（梨）产业严重依赖人工的现状，

开展现代果园智能化收获农机农艺模式融合方案设计，研制智能

采摘装备自主导航行走底盘、采摘执行装置、智能识别控制系统

等，构建现代果园智能采摘成套技术体系，并建立示范应用基地。

目标要求：1.研制智能采摘机械装备 1台。2.采摘装备底盘具

备在果园环境自主导航功能，采摘效率≤8s/果（单臂）；采收率

≥50%；采摘手臂数量≥2个，果品损伤率≤3%。3.制定配套技术规

程 2-3项。4.申请或获得国家专利 4-5件。5.制定相关技术标准 1

项。

2. 新装备新技术

2201 油（麦）耕播/栽联合作业技术及智能化装备研发

2202 农业机械性能参数信息化检测装备研发

2203 面向农场无人化管理的边缘智能网关盒的研发

2204 低能场高效解冻及杀菌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2205 高效智能除草机器人研发

2206 精准型大蒜栽植机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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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7 浮体式水芹割捆机研发

2208 果园自主巡航柔性疏花机研发

2209 果树养分快速检测技术与精准施肥装备研发

2210 紫菜海上养殖收获清洗智能化作业平台开发

2211 乳鸽智能仿生哺喂装备创新与应用

2212 畜禽养殖废弃物重金属处理装备研发

2213 水禽网床养殖发酵床电动翻耙机研发

2214 猪只智能精准饲喂系统研发

2215 蛋鸡自动化集蛋设备研发

2216 病死畜禽场内无害化处理设备研发

2217 智能高效农业废弃物发酵臭气处理技术与装备研发

目标要求：形成样机，经相应权威机构检测并取得检测报告，

条件成熟的进行省级以上成果评估，申报国家专利 1件以上，研

究制定出相关技术标准（草案）和规程。

（二）试验示范类（立项计划数：18个左右）

2301 适宜机械化的油菜机艺融合种植模式试验示范

2302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装备技术试验示范

2303 花生烘干机试验示范

2304 清洁热源烘干装备与技术试验示范

2305 芦蒿种植、收获装备技术试验示范

2306 设施草莓轻简化高效栽培装备技术试验示范

2307 盆栽花卉智能移栽机试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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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8 果蔬智能保鲜型真空预冷装备试验示范

2309 果品低损分级分选装备试验示范

2310 基于有机肥的果园开沟施肥覆土一体机试验示范

2311 果园枝条捡拾粉碎一体机试验示范

2312 河蟹捆扎机试验示范

2313 吸鱼机试验示范

2314 文蛤收获机试验示范

2315 发酵床垫料管理技术与装备试验示范

2316 笼养动物智能饲喂机试验示范

2317 智能农机装备在设施园艺、水产、畜牧等应用场景的

试验示范

2318 其他新技术新装备试验示范

目标要求：明确试验示范机具名称、数量、作业对象和规模，

涉及田间作物的须建立2个以上试验示范点，每点面积不低于200

亩，完成适应性、可靠性、经济性试验和考核。加强农机农艺结

合，总结起草可用于指导面上推广的技术规范或操作规程，进行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三）推广应用类（立项计划数：15个左右）

2401 蔬菜生产机械化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

目标要求：（1）建设不少于 3 个示范点，每个示范点连片

面积不少于 100亩；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2）项目实施后示范

点蔬菜生产主要环节（耕整地、种植、植株调整与采收、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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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施肥、环境调控等）所配备机具应用于生产实际，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 80％；示范点要完成“宜机化”建设，至少形成 2种蔬菜

生产机械化解决方案，包括适宜地区、主导品种、作业环节、机

具配备、作业规程、配套农艺等。（3）开展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

演示活动，培训人员不少于 50人次。（4）开展蔬菜生产机械化

经济社会效益分析，总结项目实施成效。通过项目实施，每个示

范点上实现节省人工 500个工日/年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升，辐

射带动面积不少于 1000亩。

2402 林果桑类作物生产机械化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

目标要求：（1）建设不少于 3 个示范点，各示范点连片面

积不少于 100亩，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2）项目实施后示范点

林果桑生产主要环节（中耕、施肥、植保、修剪、采收、田间转

运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0%。示范点要完成“宜机化”建设，

形成至少 1种林果桑类作物生产机械化解决方案，包括适宜地区、

主导品种、作业环节、机具配备、作业规程、配套农艺等。（3）

开展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员不少于 50人次。（4）

开展林果桑生产机械化经济社会效益分析，总结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每个示范点上实现节省人工 300个工日/年以上，

经济效益明显提升，辐射带动面积不少于 1000亩。

2403 茶叶生产机械化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

目标要求：（1）建设不少于 3个示范点，每个示范点连片

面积不少于 100亩，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2）项目实施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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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茶叶生产主要环节（中耕、施肥、植保、修剪、采收、田间转

运、鲜叶处理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0%。示范点要完成“宜

机化”建设，形成茶叶生产机械化解决方案，包括适宜地区、主导

品种、作业环节、机具配备、作业规程、配套农艺等。（3）开展

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员不少于 50人次。（4）

开展茶叶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经济效益分析，总结项目实施成效。

每个示范点上实现节省人工 300个工日/年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

升。

2404 水产养殖机械化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

目标要求：（1）建设不少于 3个示范点，每个示范点水面

连片面积不少于 100亩，辐射带动面积不少于 1000亩；示范点

进行挂牌标示。（2）示范点水产养殖主要环节（投饲、增氧、水

质检测与调控、起捕、尾水处理、清淤等）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

75%。应用自动化、智能化水产养殖设备，形成至少 1种水产品

养殖机械化解决方案。（3）开展技术培训和生产演示活动，培训

人员不少于 50人次。（4）开展水产养殖机械化技术经济效益分

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通过项目实施，每个示范点上实现节省

人工 200个工日/年以上。

2405 畜禽养殖机械化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

目标要求：（1）建立不少于 2个示范点，示范点（养殖场）

须为符合规定的大中型规模养殖场；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2）

项目实施后示范点畜禽养殖主要环节（饲草料生产与加工、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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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饲、粪污处理、环境控制、疫病防控、畜产品采集或运输等）

等畜禽养殖机械化水平达 80%。形成至少 1种畜禽养殖机械化解

决方案，包括主导品种、机具配备、作业规程、配套技术等。（3）

开展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员不少于 50人次。（4）

开展畜禽养殖机械化经济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通过项

目实施，每个示范点上实现节省人工 200个工日/年以上，经济效

益明显提升。

2406 特粮特经作物生产机械化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

目标要求：（1）建设不少于 3 个示范点，每个示范点连片

面积不少于 100亩；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2）项目实施后示范

点特经作物（花生、油菜、大蒜、大豆等）生产主要环节（耕整

地、种植、植保、收获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70%。示范点要

完成“宜机化”建设，形成至少 1种特经作物生产机械化解决方案，

包括作业环节、机具配备、作业规程、配套农艺等。（3）开展技

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员不少于 50人次。（4）特

经作物生产机械化经济社会效益分析，总结项目实施成效。通过

项目实施，每个示范点上实现节省人工 300个工日/年以上，经济

效益明显提升，辐射带动面积不少于 800亩。

2407 农业农村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装备与技术推

广应用

目标要求：（1）建设不少于 3 个示范点，示范点进行挂牌

标示。（2）项目实施后示范点设施农业废弃物处理主要环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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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粉碎、设施农业废弃物快速化处理、有机肥输送及撒施等）或

中小散场（户）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主要环节（固液分离、畜禽

粪污及沼液抽吸储运、污水处理、畜禽粪污和沼渣发酵等）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 80%。（3）开展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

培训人员不少于 50 人次。形成至少 1 种农村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技术推广应用方案。（4）开展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机械化经济

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每个示范点上实现节省人工 200

个工日/年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三、农业科技集成推广重点示范项目

3001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集成示范项目（立项计划数：4

个）

目标要求：围绕品种选配、模式确立、技术配套、机具装备、

病虫防控等关键环节，组织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集成

攻关和示范，组装适宜我省不同区域的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建设

一批覆盖周边县（市、区）、农场的百亩攻关方、千亩示范片，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增收一季豆目

标。核心示范基地 6个（5个百亩攻关方、1个千亩示范片），

面积不少于 1500亩。

3002 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集成示范项目（立项计划数：8

个）

目标要求：配置稻麦轮作生产关键环节（耕整地、种植、植

保、收获等）“无人化”智能农机装备不少于 7台（套），实现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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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无人作业等；建立远程管理平台，实现无人驾驶智能农机

装备作业的远程可视化监控与管理，并与“苏农云”对接联网；形

成在全省具有引领作用的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建设方案，制定

“无人化”农机作业技术规范；开展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

培训人员不少于 100人次；开展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经济社会

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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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绩
效目标指标体系表（集成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一、绩效目标

序号 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构建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 完善

二、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程指标值

过程

资金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执行规范性 规范

建设方案吻合度 吻合

产出

数量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项目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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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社会效益

发布技术指导方案（份） 10

组织培训各类主体（人次）

5000（岗位专家、基地

主任总数小于 20 人的

体系培训 2000 人次以

上）

提交年度产业科技发展报告（份） 1

经济效益

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

等推广应用规模

按产业类别确定

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

等应用增效

按产业类别确定

生态效益 对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程度 明显

可持续发展 提升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竞争能力 明显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农民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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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绩
效目标指标体系表（技术创新团队岗位专家）

一、绩效目标

序号 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集成共性关键问题解决方案（套） 1

二、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程指标值

过程

资金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执行规范性 规范

建设方案吻合度 吻合

产出

数量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项目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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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社会效益

发布技术指导方案（份） 2

年培训各类主体（人次） 300

“农技耘”问题答复率（%） 90

经济效益
熟化示范单项关键技术（项） 2

成果应用增效 按产业类别确定

生态效益 对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程度 明显

可持续发展 对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 增强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农民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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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绩
效目标指标体系表（推广示范基地主任）

一、绩效目标

序号 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 明显

二、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程指标值

过程

资金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执行规范性 规范

建设方案吻合度 吻合

产出

数量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项目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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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社会效益
年培训各类主体（人次） 300

建立示范点 （个） 5

经济效益 新成果推广应用规模

按申报时要求规模确

定

生态效益 对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程度 明显

可持续发展 对地方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 增强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农民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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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4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
绩效目标指标体系表

（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研究开发类）

一、绩效目标

序号 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强弱项 推进

2 提升特色产业农机装备集成创新 提升

二、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程指标值

过程

资金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执行规范性 规范

建设方案吻合度 吻合

产出 数量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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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

社会效益
解决短板农机装备“无机可用” 解决

解决农机装备“无好机用” 解决

经济效益

降低劳动力成本 降低

降低劳动强度 降低

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

生态效益 促进作物生产节水减肥减药 促进

可持续发展 制定技术标准和规程 制定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农民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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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5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
绩效目标指标体系表

（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试验示范类）

一、绩效目标

序号 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完成既定机具试验示范工作 完成

2 开展适应性、可靠性、经济性试验和考核 完成

二、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程指标值

过程

资金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执行规范性 规范

建设方案吻合度 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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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数量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项目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

社会效益

试验示范面积 3000 亩以上

确定适合江苏作业的农机装备 确定

经济效益
提高作业效率 提高

降低劳动强度 降低

生态效益 促进作物生产节水减肥减药 促进

可持续发展
形成可指导面上推广的技术规

范或操作规程

形成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农民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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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6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
绩效目标指标体系表

（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推广应用类）

一、绩效目标

序号 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提升特色农业机械化水平 提升

2 形成特色农业生产机械化解决方案 形成

二、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程指标值

过程

资金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执行规范性 规范

建设方案吻合度 吻合

产出 数量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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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

社会效益

集成推广应用面积 3000 亩以上

形成特色农业生产机械化作业

规程

形成

经济效益
每个示范点上节省人工数 300 个工日/年以上

提高作业效率 提高

生态效益 促进作物生产节水减肥减药 促进

可持续发展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农业

生产机械化模式
形成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农民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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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7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
绩效目标指标体系表

（农业科技集成推广重点示范项目“无人化农场”）

一、绩效目标

序号 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建设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 完成

2 形成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建设方案 形成

二、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程指标值

过程

资金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执行规范性 规范

建设方案吻合度 吻合

产出 数量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 32—

项目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

社会效益
集成推广应用面积 4000 亩

推动智能农机装备应用 推动

经济效益
节省人工数 500 个工日/年

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

生态效益
促进作物生产减肥 促进

促进作物生产减药 促进

可持续发展 培训人员 不少于 500 人次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农民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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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8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绩
效目标指标体系表（分类别填写）

一、绩效目标

序号 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建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百亩攻关方数量 20 个

2 建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千亩示范片数量 4 个

3 大豆（籽粒）亩均产量 125 公斤以上

4 玉米亩均产量

不低于当地当季玉米

亩均产量

二、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程指标值

过程

资金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执行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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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方案吻合度 吻合

产出

数量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项目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亩均成本增加 300 元

以内

效益

社会效益 项目区农民收入 稳中略增

经济效益
带状复合种植田块比一般田块

收益增加率

5%

生态效益 氮肥使用量 减少

可持续发展
集成组装适合当地的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模式数量
2 套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农民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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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集成推广项目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类别

代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合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基地主任、

执行专家）

其 中

申请省级补

助金额

地方

财政补

助金额

自

筹

填表人： 分管领导： 2022年 月 日

备注：对照项目目录规定的项目类型和代码进行申报，1个项目填写 1种项目类型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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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集成推广项目
申报材料要求

一、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项目

1、《2022年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推广示范基地申报书》

（格式见表 1）；

2、基地主任单位与基地单位明确责权利的共建协议或基

地主任聘用协议；

3、基地单位经营年限证明材料。

二、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

1、申报材料从江苏省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管

理系统下载后用 A4纸打印，装订成 2分册。一分册按申报书、

可行性报告、附件（合作协议、有关证书、专利、执行专家职

称证书）顺序，一式 1份装订成册；二分册按申报公函、汇总

表以及项目申报主管部门审查表（在线打印）顺序，一式 2份

装订成册。

2、网上填报和纸质材料须同步报送，仅采用一种方式报送

的，不予受理。申请研究开发类项目的须同时提交项目可行性

分析报告，否则取消参评资格。

三、重大农业科技装备集成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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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集成示范项目

1.《2022年农业科技集成推广重点示范项目（大豆玉米复

合种植）申报书》格式见表 2；

2.申报单位与联合实施单位要明确责权利，签订联合实施

协议书；

3.联合实施单位以省级教学、科研、推广单位为主，便于

协调跨市实施。

（二）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集成示范项目

1、《2022年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集成示范项目申报书》

（格式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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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推广示范基地申报书

（格式）

申 报 产 业 ：

基 地 单 位 ：

基 地 主 任 姓 名 ：

基地主任单位：

联 系 电 话 ：

手 机 ：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制

二〇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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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主任人选基本信息表

申报产业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出生年月 健康状况

职务
现任职称及

聘任时间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及

专业

现从事专业
从事本专业

年限

身份证号码
近五年考

核等次

所获荣誉（时

间、称号、授奖

部门）

主要获奖成果

（时间、名称、

等次、位次、授

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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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承担科技

项目（起止时

间、名称、额度）

二、基地基本信息表
本地区本产业

概况

基地区位及详

细地址

基地占地规模

（亩）

四至GPS

至少 4个点位，单点例：

32°12′37.61″N,118°49′01.02″

E

基地种养规模

（数量）

基地实际运营

单位

基地主要产权情

况

土地使用权单

位及起止时间
运营起始时间

主要设施设备

种类及数量

办公、培训教室

情况及面积

仓储、加工等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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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集成技

术成果

近三年示范品

种数及名称

近三年示范技

术（模式）数量

及名称

近三年示范新

产品（设施装

备）数量及名称

本年度观摩推

介及技术培训

次数及时间、人

员规模

本年度开展职

业农民实训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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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推荐意见

基地主任

申请人

意见

本人所填写材料真实准确，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承

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基地主任

所在单位

意见

申请人材料经审核无误，同意推荐，并为其开展相关

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支持。

（盖章）

年 月 日

基地经营

主体意见

所提供资料真实准确，愿意参与推广示范基地建设，并提

供相应推广示范场所、设施设备、辅助用工等保障条件。

法人代表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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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所在

地农业农

村局意见

经现场查验，申报材料经审核无误，同意推荐。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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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推广示范基地推荐汇总表
填表单位：

序

号
产业

基地主任申请人基本情况 基地基本情况

单位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职

称

现

从

事

专

业

从事本

专业年

限

手机
详细地

址

四至

GPS
占地规

模

基地

种养

规模

实际运营

单位

运营起

始时间

土地使用

权单位

土地使用

起止时间

此表用 excel格式，于 4月 10日前发送至 jssnwkjc@163.com。



— 45—

表 2

2022年农业科技集成推广重点示范项目
（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申报书

一、基本信息

申报单位

设区市：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实施县（区）：

1. 负责人： 联系电话：

2. 负责人： 联系电话：

……

联合实施单

位（省级科

研、教学、推

广单位）

1. 负责人： 联系电话：

2.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实施区域 县（区） 乡镇； 乡镇……

实施规模及

实施水平

（1500亩以

上）

面积： 亩，产量目标：玉米 ，大豆 。

其中，千亩片 个， 乡镇 亩，

产量目标：玉米 ，大豆 ；

……

百亩片 个， 乡镇 亩，

产量目标：玉米 ，大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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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

容

1.品种选配

2.技术模式

3.核心技术

4.机械装备

5.病虫草防控

6.化学调控

二、申报单位负责人意见

申报单位负

责人意见

设区市：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实施县（区）：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合实施单

位负责人意

见

1.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2.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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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2年农业科技集成推广重点示范项目
（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集成示范）

申报书（格式）

项 目 名 称 ：

申 报 单 位 ：

通 讯 地 址 ：

联 系 人 ： 办 公 电 话 ：

手 机 ：

E — m a i l ：

项目负责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二○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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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依据

阐述本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项目实施的工作基础及本项

目拟达到的预期效果。

二、实施内容

详细描述项目实施的具体内容及关键技术，项目实施采取的

技术路线，具体的实施地点与规模及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三、建设目标

逐项写明项目实施结束时所要达到的绩效指标。所有建设指

标应是在项目实施期内完成的，要量化、具体可考核。

四、计划进度

按月或季度列出主要工作内容及阶段目标。

五、保障条件

说明申报单位和合作单位的概况，现有工作基础；项目执行

专家以往承担国家、省级等各类代表性项目完成情况；项目实施

具备的人才队伍、经费投入能力及项目服务管理能力；本项目实

施存在的风险及预防方案。

六、经费预算与筹措方式

项目计划总投入 万元。其中：申请省级财政补助

万元，自筹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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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预算表（万元）

预算科目 总预算
其中: 申请省财

政补助 备注

经费支出合计

1、设备费

2、作业补助

3、基础设施补助

4、会议费/培训费

5、差旅费

6、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7、其他支出

七、主要参加人员情况

1、项目负责人简历

2、主要参加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承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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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报单位审查及承诺意见、盖章

申报单位

（请出具具体审查及承诺意见）

法人代表（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合作单位

（请出具具体审查及承诺意见）

法人代表（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请出具具体审查及承诺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九、附件清单

1.项目执行专家学历（学位）证书、在职证明

2.与合作单位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任务分工、经费分配、

双方权利义务等）

3.其他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年 4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