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明是上海最大的农

村地区。    年，

崇明立足农业强国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乡村

振兴等国家战略部署，结

合世界级生态岛定位，创

新提出了打造“长三角农

业硅谷”这一重大决策，意

在科技与创新双轮驱动，

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创

新，让越来越多的农业专

家团队、科技企业、头部公

司纷纷向崇明集聚，崇明

农业正驶入高端化、精品

化的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 讯 员 黄嘉赟

科技创新双驱动
现代农业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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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规划“一核一带两区”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于农业科技现

代化。崇明锚定“长三角农业硅谷”建

设目标，统筹农业科技创新要素，初步

形成了“一核一带两区”的总体布局，致

力于将其打造成为辐射带动全域农业

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其中，“一核”即一个核心区，位于陈

家镇智慧岛产业园，包括农业硅谷总部

园、农业科创企业孵化园、崇明农业种业

创新中心、科技成果示范展示区，主要承

担企业落地、学术研讨、技术攻关、试验

示范、人才培养等工作；“一带”即沿陈海

公路、生态大道纵向打造一批创新要素

集聚、高端人才汇集、新兴产业密集的高

科技农业发展带，形成农业创新发展的

展示窗口；“两区”即崇明高端设施农业

片区和崇明现代畜禽养殖片区，集中建

设连栋温室、育苗设备，大力发展工厂

化、立体化新型养殖设施，推动人工智

能、物联网技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目

标企业，崇明迅速打出了一套“组合

拳”。比如服务保障方面，统筹利用崇

明智慧岛园区存量资源，装修提升占地

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7万平方米的总

部园，盘活利用5幢、占地5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的孵化园，为企业

提供办公场所、试验基地等，实现“拎包

入住”。比如用地保障方面，地铁小镇预

留了1平方公里涉农科创企业产业用地

空间，还制定了现代设施农业专业规划，

覆盖面积近5000亩，聚焦设施蔬菜种

植、工厂化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一

体化谋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

服务配套、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确保燃

气、电力、水系、林业等资源要素充分统

筹和有效利用，引导社会投资向片区集

聚。再比如金融保障方面，拟设立总规

模10亿元的农业科创发展基金，通过

“政府搭台、基金引领、资本跟投”，撬动

社会资本投入战略性农业科技领域，推

动优质企业入驻总部园。

据了解，目前已有56家意向入驻企

业，21家企业在农业硅谷总部园完成注

册，康码高产、植科优谷等12家企业已

顺利入驻，无一不是具有前沿核心技术

的高科技企业。

彰显特色种源独特价值
近日，一则喜讯传来，崇明白山羊成

功入选2023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这是继清水蟹之后，崇明第二个

进入全国名特优新名录的特色农产品。

一直以来，崇明都高度重视特色种源

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专门打造了现代化的

白山羊保种场，持续推进扩繁工作。随着

“长三角农业硅谷”加快建设，专注于牛羊

等繁育技术研发的科创企业“六骥元支”

已成功入驻，未来将应用现代生物技

术，在3年内实现扩繁优质纯种崇明白

山羊1万只左右，支持崇明进一步做大

做强特色产业。据统计，至2023年末，

崇明全区白山羊存栏约11.04万头，年出

栏8.82万头，在市场上已占有一席之地。

种源被誉为现代农业的“芯片”，是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崇明

优越的自然禀赋孕育了丰富的特色种

源，如崇明白山羊、清水蟹、香酥芋、水仙

花等，均有口皆碑。为此，崇明农业科创

联盟应运而生。崇明联合市农科院、上

海海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科研院校

组建联盟，共同运行20个科技平台和5

个科技服务项目，将聚焦特色种源等关

键领域，推进技术攻关和产业化示范。

以蟹为例，崇明正与上海海洋大学

联手共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

共同研发河蟹新品系“崇明1号”，力求

实现河蟹种源创新的新突破。据了解，

“崇明1号”是在河蟹良种“江海21”基础

上的升级改良，其长势更快、产量更高、规

格更大，且保留了后者“大长腿”的优秀性

状，将有效提振崇明河蟹产业的整体竞

争力。2023年，首批“崇明1号”蟹苗已成

功繁育并投放养殖，总量达到1.2万斤。

值得一提的是，崇明农业种业创新

中心已启动筹建，该项目作为“长三角

农业硅谷”的核心区域，计划占地27.44

亩、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将围绕长江

口特色种质资源，建立辐射长三角乃至

全国的优质种质资源库、资源圃，打造

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人才

服务于一体的现代种业功能性平台。

跨界融合促农产品“出圈”
推进产业融合，有利于促进农业生

产要素优化配置，增加农业的附加值，

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岁末年

初的一个月内，崇明推出了“2023品味

崇明”首届崇明好食材推广月活动。

其间，崇明生态食材烹饪大赛、

“KOL”“大V”探店打卡、大师宴品鉴活

动等系列推介体验活动轮番上演，让崇

明生态食材屡次“出圈”，热度不断攀登

高峰，吸引了广大食客老饕蜂拥而至。

崇明通过与米其林、黑珍珠等高端餐饮

企业强强联手，打破了行业壁垒，加速

农业与其他产业互促互进、互惠共赢，

实现了农业产业快速跨界破圈。

2023年，崇明广泛组织农业经营主

体参加中国绿博会、食博会、农产品加

工投洽会等各类展示展销活动，崇明大

米、清水蟹、金瓜、白山羊、苦草茶、西红

花茶等优质产品纷纷亮相，不断向市民

展示崇明绿色农业的发展成果，全方位

提升品牌影响力。

近年来，崇明聚焦清水蟹、白山羊、

蔬菜、大米、生猪、花卉等各个领域，引导

经营主体组建产业集团、行业协会等产

业联合体，通过整合资源，推出区域公共

品牌“优农三兄弟”，实现统一生产标准、

统一标识授权、统一包装样式、统一品牌

推广。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动崇明优质

农产品走入社区、走向市场，打造“从田

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接下来，崇明将

以“优农三兄弟”区域公共品牌为引领，

加快培育更多高端品牌，推动崇明农产

品进入高端市场、中心城区，进一步促进

生态食材向优质菜品转化。

面向2024年，崇明将深入学习贯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中央一号文件

精神，认真领会“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

理念，进一步找准工作切入点，以打造

“长三角农业硅谷”为总抓手，通过加强规

划引领、持续招大引强、落实人才支撑、

布局前沿赛道，不断提升崇明现代农业

核心竞争力，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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