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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日，市农业农村局在山西大学举行特优农产品企业宣介暨合作

需求座谈会，让吕梁特优农产品销售市场拓展进高校，把山西大学在农产品

品牌建设、质量认证等方面的科研成果和人才技术引进吕梁，努力促进山西

大学科研成果在吕梁落地生根。

全市 40家特优农产品企业带着 180余种特色优质农产品和技术人才需

求参加了这次推介活动。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周敏副处长、市二

级巡视员、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林强，山西大学后勤管理处

处长牛牧、科学技术处副处长张学尧等学院领导、专家教授出席。

本次活动以产品展示展销和座谈交流的形式举行。

6月20日—21日，在山西大学令德食堂门前广场举办吕梁特优农产品展示

展销活动。期间，山西大学与会领导和学生现场品尝来自吕梁山的绿色特优农产

品、通过产品和展板详细了解产品，进一步树立了品牌形象，拓展了高校市场。

在合作需求座谈会上，我市野山坡食品、腾宇生物、柳林沟门前、交口韦禾、

马一芳食品、金圪达食品、纯蕊蜂业等7户企业负责人，分别围绕企业现状、产品

特点、规划展望等方面进行了宣介，并重点在人才培养、工艺创新、产品研发、品

牌创建、市场营销等方面表达了诉求。山西大学后勤管理处、科学技术处、国内

合作与交流处、技术开发与产业管理处、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工程

系、分子科学研究所、美术学院视觉与媒体艺术教研室、应用生物学研究所、生

物技术研究所、国家大学科技园综合服务中心、国家大学科技园文旅产业创新

中心等学院领导、专家教授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对企业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并对接可以在吕梁农业生产领域转化的科研成果。

去年 5月 27日，山西大学与我市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王仰麟书记

与孙大军书记共同出席见证。山西大学作为山西高等教育的龙头、百年名

校、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长期情系吕梁，在我市汾阳成立了山西大学杏

花村学院，推动了一批农业、生态、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帮扶项目在我市落

地。目前，吕梁润农科技公司与山大合作共建的文水县 5000亩绿色低碳高

质量种植示范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5月 24日，山大又与我市兴县举办了

深化校地合作技术转移转化签约仪式，山大与吕梁的合作愈来愈紧密，为吕

梁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持。与此同时，山大积极发挥资源优势，

整合生命科学学院、分子科学研究所、生物技术研究所、中医药现代研究中

心等特色优质学科单位科研力量，协作对接大健康产业，在核酸农药、杂粮

抗肿瘤研发、中草药核桃沙棘产品开发、绿色环保肥料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食品科学与工程系被确认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营养健康优质化业务技术依托单位，重点在预制菜（预制农品）技术研发、评

价、培训、服务、试点推广等方面开展探索创新引领工作，这一系列显著成绩

为推动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近年来，吕梁市委、市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2017年 6月 23日听取省

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的嘱托，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头等大事，坚定落实

农业“特”“优”战略，探索建立了“链条、规模、科技、标准、品牌、数字、联盟、

集团”八条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聚力打造“生猪、肉牛、食用菌、杂粮、马铃

薯、沙棘、红枣、核桃”八大特色产业，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市农业农村局聚

焦八大特优产业，创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在全省率先开展市级特色农业

示范园和产业研发推广中心创建，认定特色农业示范园 90个、组建研发推

广中心 9个；率先启动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全覆盖，将 12类地方特色大宗种养

品种纳入保障范围；率先推广应用市级有机旱作农业标准。去年我市发布

市级标准 22个，编印技术书籍 2万册，今年打造了 21个有机旱作现代农业

园区；率先开展生猪全产业链保险试点和“活体牛抵押贷”金融创新，争取省

财政 2亿元，启动生猪全产业链保险试点项目，推出“活体牛抵押贷”融资模

式。同时，积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现有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5户、省级重

点龙头企业 120户（包括国家级）、市级骨干龙头企业 135户，11个农业产业

联合体入选省级示范名单；积极推进标准化生产，累计认证“三品”主体达

286个、产品 530个、产地面积 295万亩，制定发布市级地方标准 25个、县级

地方标准 52个；积极开展品牌营销，认证地理标志农产品、功能农产品、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 35个，打造野山坡沙棘、韦禾香菇、山花烂漫小米等一

批企业品牌，通过央视农业农村频道、太原南站、吕梁机场等广告宣传以及

组织参加农展会、农博会等方式予以积极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我市农业品牌

宣传推介工作，全市农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 418亿元。

陈林强希望，参加这次活动的企业和山大的专家教授进一步推广吕梁

的特优农产品，充分利用山大的科研力量提升农产品品质，让吕梁农产品更

有档次、更有营养、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一是要建立一个工

作群，邀请山大涉农专家处长、吕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市级以上龙头

企业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入群，加快成果转化，及时对接交流项目、技术、人才

等需求。二是搭建一个服务团队，从技术、产品、品牌、市场等方面提供全方

位服务，各企业根据需求，积极与专家对接沟通。三是初拟一批合作事项，

将专家的想法和基层的需求进行收集汇总。四是筛选一批攻关课题，将专

家在吕梁发现的问题形成课题，报市直相关部门立项。五是推广一批应用

成果，对已经转化见效的科研成果进行总结，在行业内推广，让更多的企业

受益。六是构建一个协作机制。由各县市区政府部门牵头，组织高校、专

家、企业建立一个协作机制，通过对接沟通及时解决合作中遇到的困难。

山西纯蕊蜂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玉表示，通过这次活动，发现山西大

学的教授能和我们合作的地方很多，比如新产品研发、营养价值提取等一系

列技术项目。下一步我们努力把山西大学的教授引进我们临县，引进企业，

开发更优质产品，走向市场。这是我最期待的，也是这次活动最大的收获。

交口韦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记莲表示，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

这次各县农产品企业进山西大学活动，原本以为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进校

园活动。但是，在座谈会上我们感到了非常的震撼。真正让我们明白，企业

在科研成果方面，需要山西大学的专家团队，把他们的科研成果在我们企业

进行转化，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更具市场竞争力优质产品。通过这次座谈

会，我们非常期盼和山西大学分子研究院和生命科学研究院专家教授合作，

会后要进行深度的对接，非常感谢这次农业农村局组织的这次活动。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参观了山西大学科技园。

座谈会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建军主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负

责人、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部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参加了这

次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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