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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由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

中央网信办和全国工商联共同

举办。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

专业赛作为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重要组成部分，秉承“政府引

导、公益支持、市场机制”的模

式，发现和挖掘乡村振兴及现

代农业领域关键技术创新创业

项目，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

技术产业化，促进创新链、产业

链、资本链的有效整合，发掘一

批农业资源优势与地方文化特

色，为创意农业与品牌农产品

打造注入新动力，促进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主办单位：杨凌示范区管

委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

职业技术学院

支持单位：陕西省版权

局、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城乡

统筹发展研究中心、陕西省文化

产业协会、松禾资本、大一资本、

众投邦、合创资本、大米创投、关

天资本、中科投资、陕西创投协

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友企业

家联盟、陕西农林卫视

承办单位：杨凌示范区创业

服务中心、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

传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推广

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团委、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处

协办单位：秦创原（杨凌）

农业创新促进中心、杨凌示范

区共建融合办、杨凌示范区科

技创新和转化推广局、杨凌示

范区金融监管局、杨凌示范区

产业投资促进局

二、赛项设置

（一）产业技术创新赛道：分
初创组和成长企业组两个组别。

（二）创意农业设计赛道：
分创意农业园区和创意农产品

设计两个类别。

三、参赛条件

（一）产业技术创新赛道
1.初创组
（1）项目应具有创新能力和

高成长潜力，主要从事农业高新

技术研发、生产、服务等，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

（2）项目负责人社会信誉

良好、无不良记录；

（3）工商注册日期在2021

年1月1日（含）之后的企业或

未注册企业的创业团队；

（4）在第十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

专业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项

目不能参加本届大赛。

2.成长组
（1）项目应具有创新能力和

高成长潜力，主要从事农业高新

技术研发、生产、服务等，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

（2）企业经营规范、社会信

誉良好、无不良记录；

（3）工商注册日期在2021

年1月1日之前；

（4）在第十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

专业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企

业不能参加本届大赛。

（二）创意农业设计赛道
1.创意农业园区设计类
（1）范围种类：主要包括农

业主题园区、特色农庄和美丽

乡村等。

（2）参赛要求：参赛作品

要把农耕文化、农业科技和艺

术结合起来，既要有空间布局

规划，又要有产业和体验项目

的创意设计，围绕“农”字主线，

向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健康

养生等其它领域拓展延伸，强

调艺术化和美学意蕴。设计作

品要有可操作性。

①农业主题园区设计。围

绕现代农业园区的规划设计，对

温室布局、品种布局、科技支撑、

控制系统、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

规划，深入挖掘特色农耕文化，

突出特色和主题，提升园区的文

化意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设

计完成后能够落地建设。

②休闲农庄设计。根据不

同地理环境、地质条件、水文状

况、现状建筑等进行休闲农庄

的规划，突出农事体验、生态观

光、休闲度假等多种休闲生态

功能，设计要具有较强的可实

施性和合理的投入产出比。

③美丽乡村设计。围绕村

庄改造升级，选取有典型意义的

村庄，进行全部或部分改造设

计，包括居住环境、产业布局、农

耕文化传承等，对乡村民宿、农

家乐、村史馆结合村情进行设

计，对墙体、道路景观、绿化、厕

所、污水等进行改造设计，设计

要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

2.创意农产品设计类
（1）范围种类：农业文创产

品、创意景观（绿植创意景观、

田园建筑创意、环保生态创意

景观、农作物创意景观、创意盆

景、插花等）、创意农产品、创意

包装、创意果蔬盆栽等产品。

（2）参赛要求：参赛作品必

须以农产品或其周边原料，在传

统农业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创意

开发，增加其审美性、文化性、科

学性和观赏性，能够反映农耕文

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乡村非

遗，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延长农业产业链、

提高农业产品竞争力。

四、比赛安排

大赛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进行，具体安排可登录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官网（www.cx-

cyds.com），点击“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创新专业赛”查看，本次比

赛不向参赛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联 系人：殷先生

联系电话：029-87030000
电子邮箱：609110513@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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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

要产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重

要支柱产业。作为中国农业

“硅谷”，杨凌示范区成立25年

来，在依托丰富农科优势持续

推进畜牧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的进程中，积极为现代畜牧产

业发展擘画新蓝图。

上世纪70年代，由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教授刘荫武主持选

育的“西农莎能奶山羊高产品种

群”，因体型好、产量高、群体大而

驰名中外。这一品种群的出现，

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杨凌。

刘荫武团队常年扎根奶山

羊推广一线，累计在全国23个

省、自治区创建64个奶山羊基

地县，将奶山羊推广到了全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曹斌云

继续在刘荫武的研究成果上潜

心研究，培育出第一批“西农莎

能奶山羊”“关中奶山羊”，并集

成创新了“功能实验室研发+实

体场站技术培训示范+互联网

羊产业用户技术精准配送”的推

广新模式，破解了科学养羊技术

进场入户“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杨凌示范区成立以来，涌

现出了一批像刘荫武、曹斌云

教授一样专注羊奶产业发展研

究的农牧专家，为杨凌畜牧业

发展提供了重要科研支撑。

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

物科技学院国家肉牛改良中心

基因功能分析实验室，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昝林森正在指导学生提取秦川

牛肉用新品系DNA数据，开展

秦川肉牛分子育种工作。

昝林森介绍，“国家肉牛改

良中心”立足肉牛种质创新，集

肉牛遗传改良、繁育饲养及产

业化示范等功能于一体，旨在

通过对肉牛遗传资源的搜集、

评价、保护与利用，以及肉牛遗

传改良过程中共性关键技术的

联合攻关，为我国黄牛肉用改

良、肉牛新品种（系）培育工作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依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科优势和

研究基础，杨凌成功选育出了

秦川牛肉用新品系和3个优势

杂交组合。

多年来，杨凌示范区立足

“国家队”定位，以饲料加工产业

为抓手，积极完善产业链，全力

为饲料加工产业作贡献。

4月19日，华秦农牧生产车

间内，机器轰鸣，一袋袋加工好

的饲料通过运输设备送往库房。

“去年，华秦农牧销量达30

万吨，销售额突破10个亿，为8

万多养殖户增加经济效益，在杨

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

贡献。”该公司副总经理康开平

说，公司在2021年把32吨绿色、

安全专用肉牛浓缩饲料从杨凌

示范区发往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实现了首次出口，走向“一带

一路”国家。同年，全自动牛羊

饲喂机在杨凌研发成功，填补了

国内全自动牛羊饲喂机的空白。

陕西是“乳中之王”羊乳的

主要产区，而杨凌的羊奶产业

更是陕西乳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8年，陕西省委、省政

府提出农业特色产业“3+X”工

程，明确建设“千亿级奶山羊全

产业链”发展目标。杨凌示范

区按照“3+X”的总体发展布

局，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区内高校农牧学科优势，构建

多层次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

平台，培育了以英童乳业为龙

头的企业集群，进一步推进了

国内乳业的多元化发展。

走进英童乳业一楼展示

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

寓意为“用世界视野打造中国

羊奶科技城”的世界地图和科

技之眼相结合的造型。公司

负责人介绍，立足杨凌，依托

农科城区位优势，企业发挥了

乳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积

极响应陕西省政府提出的千

亿羊奶产业计划，历经 3 年，

英童乳业 2 万吨配方奶粉生

产线已于2020年12月底建成

投产。

如今，杨凌正借助政策积

极发力，大力支持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

的畜牧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目前，规模以上饲料加工企业

20家，产业聚集度居陕西省第

一，规模以上食品加工企业24

家，形成了以乳制品加工、肉制

品加工、畜禽饲料和果蔬加工

等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同

时，杨凌还聚集了本香集团、美

国佳吉、来富油脂等一批龙头

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已具备迈

向百亿级产业链的基础。

全媒体记者 吴凡 李煜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昝林森（左一）带领的科研团队，为秦

川牛和其他本土黄牛保种选育和遗传改良努力攻关。（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