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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度师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一、重点支持方向

（一）现代农业领域

围绕师市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工程建设，加强现代农

业领域关键技术研发，促进成果转化，构建和完善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为师市现代农业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

撑。

1.农业提质增效与安全生产。围绕种植业、设施农业、

特色林果、畜牧水产养殖等绿色、优质高产、高效关键技术

研究开发与示范；支持农作物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

示范，主要作物病虫草害诊断及综合防治、预警和高效防控

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畜禽、水产高效养殖繁育等技术研究

与应用；饲料作物高效种植与加工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

生物农药、菌肥、饲料等研究开发与示范应用；农业可持续

发展关键技术研究、引进、转化与推广；农艺农机融合、复

播及间作套作等新型种植模式研究与示范。

2.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及应用示范。围绕优势作物种

质资源创新及新品种选育，支持开展主要农作物、特色林果、

油料作物、盐生植物、特色作物的新品种选育和引进品种的

本土驯化等技术研究，培育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品系。支持采

取产学研合作模式，开展农业优势作物及特色产业等优势种

源创新，培育一批聚合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等多元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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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的新品种，开展新品种应用示范和推广。

3.农业生态与农田土壤质量提升。围绕农田土壤改良、

耕地质量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展技术研究与示范，支持

开展土壤改良、盐碱地治理、生态化利用、土壤面源污染治

理与药肥减施、绿色循环农业、设施无土农业等关键技术研

究与成果转化推广。

4.区域灌溉用水过程优化。支持不同土壤条件灌溉制

度、不同分区的适宜灌溉模式等研究与构建；区域种植结构、

作物耗水、灌溉面积、地下水位变化等要素动态识别研究；

区域灌溉系统优化研究，面向多用水户的灌溉施肥系统构建

等。

（二）工业与信息技术领域

围绕师市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求，加强高新

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关键技术创新和

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1.信息技术。支持开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区块链、媒体融合发展、数字孪生、信息安全、密码

关键核心技术等研究与示范应用，工业控制网络安全防护等

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支持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工厂、

电力、行业大数据分析、商贸物流与环境保护、交通基础设

施智能监测、多式联运、“互联网+运输”、建筑信息模型、

消防科技、农田残膜污染治理物联监控系统等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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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进装备制造。开展现代农业机械（种植、采收、管

理等）、智能化节水节肥装备、纺织工程机械、农副产品精

深加工装备、应急处突、节能减排等装备及关键零部件研发

制造与示范应用，重点支持智能机械产品研究开发、工业生

产过程控制系统与装备、工业互联网平台、北斗导航系统及

其装备开发应用。

3.农产品精深加工。重点支持以特色农产品为主要原料

的优质健康新产品开发及生产工艺研究，农产品功能性成分

提取技术、农产品品质检测及质量安全控制技术研究、农产

品采后保鲜贮藏与冷链物流、减损及溯源、防伪等物流供应

链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应用。支持开展发酵食品、保健品等

研究开发与示范应用。

4.化工与纺织印染。支持开展石油化工、煤化工及下游

精细化工新产品研发；开展电子信息材料、化工新材料、节

能环保材料、绿色建筑材料、纺织服装新材料、非金属新材

料等研究开发与示范应用。开展纺织服装绿色工厂、功能性

面料产业化技术研发与应用。

5.节能环保。支持开展难降解低浓度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技术；支持固废弃物处理技术研发及应用；开展低品位热能

高效利用、余热回收、储热等技术研究与应用。支持利用工

业废弃物生产环保、节能型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新产品开

发；支持矿产资源开发与高效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

应用；支持新能源相关创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三）社会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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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围绕生命健康与公共卫生、生态安全、公共安全与

应急管理、城镇建设等社会发展公益性科技需求，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科技创

新。

1.人口健康与公共卫生。支持开展重大传染病、地方病、

高发病、职业病、慢性病、人畜共患病的预防与诊疗技术引

进与示范。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重大

疾病和地方病的危险因素流行病学调查、早诊早治技术研究

及推广；老年人、儿童、妇女等人群的高发疾病预防及综合

干预研究；职业病的诊断技术研究与示范。中医特色诊断等

技术研究与示范。残疾人和老年人康复与照护辅助设备研

发。

2.生态安全。开展环塔里木盆地生态环境修复、生态安

全建设、天然林草保护、防护林系统改造、盐碱水资源化利

用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支持高效节能环保、节能减排、

建筑节能等新技术研究与应用。

3.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面向师市公共安全和应对突发

事件的需求，支持社会安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减灾防

灾、公共卫生等领域突发事件预防、监测、检测、预警、处

置与救援等技术和装备研究与示范应用。重点支持师市重点

企业、重大危险源、基础设施实时风险监测预警技术及装备

研发；危险化学品及化工类设备事故预防控制技术研发；公

共安全事件大数据检测与空地协同应急响应、维稳信息化建

设技术研发，突发事件应急监测与处置示范平台构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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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与应用。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申报项目为师市范围内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科

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能形成产业

化或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作用明显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

及新技术的开发、引进并在师市转化、应用、推广。

（二）师市辖区内注册运营 1 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并具备科研开发能力和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均可作为主体

牵头申报，申报项目需要有较强的科研团队作支撑，鼓励师

市内外优势科研团队联合申报。项目承担单位经营规范、社

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项目负责人无不良科研诚信记录。

同一个单位只能通过一个归口组织部门进行申报，不受理个

人申报。师市机关各有关部门应加强统筹，组织、征集、凝

练整合本行业、本系统重点科技项目，并加强对民营企业的

引导和支持力度。

（三）申报项目可根据项目研究需要设置任务（课题）。

项目要突出项目绩效目标，应根据总目标提出明确、可考核

的约束性指标，要重点体现经济社会效益，并按照年度进度

分年度确定绩效指标，填写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申报

单位推荐 1 名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每个任务（课题）

设 1 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可作为任务（课题）负责人之一。

（四）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年（育种项目不超

过 5 年），起始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结束时间原则上

不超过 2027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申请师市财政资金额度不



- 6 -

超过 50 万元。涉及师市重点产业领域的成果转移转化类项

目，可通过一事一议，适当提高财政资金额度，原则上不超

过 200 万元。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按照项目预算管理，编制详

细预算说明。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企业自筹资金与申请师

市财政资金比例不低于 2：1。是否如实提供所承诺配套资金，

将作为考核项目申报单位科研诚信的重要依据。项目主持单

位与合作（参与）单位财政支持经费分配比例不得大于 2:3，

师市财政资金全部归合作单位使用的，不予以支持。

（五）优先支持校企合作项目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型中小企业、师市行业重点龙头企业、创新型企业、在创新

创业大赛获奖的企业等围绕师市重点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开展科技攻关和技术转化。合作项目，需提供合作协议；合

作单位依托合作项目研究产生的成果、知识产权等，主持单

位应为共有权人。

（六）人口健康与公共卫生项目申报需符合国家、兵团、

师市有关医疗卫生科研管理的规定。以应用为主的研究项

目，研究内容必须符合医学伦理规范和有关法律规定。

（七）申报项目需提交半年以内的查新报告及其他相关

附件证明材料，详见申报书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