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山高原蔬菜
优质生态栽培技术协作组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高山高原蔬菜优质生态栽培技术协作组

（以下简称：协作组）的管理，促进协作组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

展，现制定协作组工作方案。

一、目的意义

高山高原蔬菜是指利用高海拔地区夏季自然冷凉气候条件

生产的天然错季节商品蔬菜，主要包括中部长江流域高山蔬菜、

北部坝上及黄土高原冷凉蔬菜、西部云贵夏秋蔬菜三大产区。高

山高原蔬菜为保障我国夏秋蔬菜稳定供应、增加高山地区农民收

入、实现农业生态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成立协

作组，总结集成现有高山高原蔬菜生产技术，针对实际生产过程

中的瓶颈问题进行联合协作、系统攻关，并在相似生态区域进行

技术验证和示范推广，对于解决我国高山高原蔬菜连作障碍，提

高生态栽培技术水平，实现良好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促进产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组织方式

（一）组织路径

本协作属于技术集成、示范推广类协作，主要以关键技术熟

化、集成、示范、推广为主，协作组主要包括技术支撑组、示范

推广组、物化配套组，各组围绕促进高山高原蔬菜绿色、生态、

优质为目标，开展相关工作。技术支撑组负责解决技术难题、优

化技术集成、提供科学、便利、易操作的成熟技术；物化配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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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提供绿色的、安全的农资信息与产品；示范推广组负责结合

实际情况开展成熟技术和绿色农资产品试验、示范和推广。

（二）组织原则

1．合作共促。在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高山蔬菜、西北黄土

高原和北部坝上蔬菜产区，因地制宜选择推荐适宜于当地高山高

原气候特色和作物需求的集成技术和物化产品，共同促进品种优

化、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拉开上市档期，突出地域特色，实现

高质高效发展。

2．基地共建。通过引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农业技术的

示范推广，共同在主产区选择建设一批高山高原蔬菜优质生态栽

培示范基地，通过基地建设和示范推广，打造标准化、绿色化、

生态化高山高原蔬菜生产基地样板。

3．资源共享。协作组各成员单位要积极发挥自身职能和作

用，整合多方资源，开展技术集成示范和推广模式创新，在协作

推动过程中，不同组间和组内能够做到资源共享、成果共享。

4．绿色共赢。通过协作带动三大产区蔬菜生产环节和农业

投入品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促进产业实现产地绿色、农业投入

品绿色、生产环节绿色和产品绿色。

（三）活动方式

1．会员大会。每年组织 1次协作组成员单位共同参加的会

员大会，总结研讨协作组当年工作，安排确定下一年工作。

2．学术论坛。围绕高山高原蔬菜关键生产技术和产业发展

动态，分区域、分主题召开学术论坛和技术研讨。

3．现场观摩。在高山高原蔬菜优质生态栽培基地开展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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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试验和集成技术熟化，适期组织现场展示和观摩。

三、组织成员

（一）成员要求

协作组由推广机构、科研单位、新型经营主体以及相关企业

组成，是以自愿方式加入组成的非法人组织，成员及单位自主开

展工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成员组成

协作组主要分为：技术支撑组、示范推广组、物化配套组，

第一批发起筹备和参与协作的相关成员单位名单见附表。

（三）成员分工

协作组组长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络处是协

作组常设机构，设在全国农技中心园艺处。

技术支撑组组长单位：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主要负责高山高

原蔬菜重大、共性和关键技术的研究试验、集成熟化。

西南片区示范推广组组长单位：贵州省果树蔬菜工作站，主

要牵头西南云贵高原（贵州、四川、云南）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部长江流域示范推广组组长单位：湖北省蔬菜办公室，主

要牵头长江流域（湖北、重庆）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

黄土高原示范推广组组长单位：甘肃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

站，主要牵头黄土高原、北部坝上河西走廊（甘肃、宁夏、陕西、

河北）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

物化配套组组长单位：中国蔬菜协会，主要负责牵头提供高

山高原优质生态配套物化产品征集、组装和试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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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明确责任

全国农技中心作为协作组发起和组织单位，加强顶层设计，

科学组织协作；各推广单位明确协作具体负责人，整合现有技术

和项目资源，加大示范推广范围和力度；科研单位充分发挥主动

性和创造力，围绕蔬菜高山高原蔬菜技术瓶颈开展技术攻关和研

究，强化技术支撑；物化企业加强与科研、推广单位的联系，有

针对性地开展技术产品研发，提供安全、绿色、可靠物化产品，

参与技术试验示范。

（二）强化管理

协作组成立后，各方共同努力，协作开展工作。加强制度建

设，制定《协作组管理办法》《协作组组织章程》，明确协作组具

体参与人员和运作方式，保障协作组顺利运行。加强组织建设，

通过开展试验示范、观摩活动等活动，加强协作组内部人员沟通

交流，激活协作动力。

（三）扩大宣传

总结协作组运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注重典型带动，推广先

进经验，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和培训、观摩、论坛

等宣传途径，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宣传推广高山高原蔬菜

优质生态栽培技术，扩大社会影响。

附件：协作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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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协作组成员单位
序号 分 组 单 位

1 协作组组长单位 全国农技中心

2

技术支撑组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组长单位）

3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顾问单位）

4 华中农业大学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 甘肃农业大学

7 云南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8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9 重庆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10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11 安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

12 甘肃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13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14

示范推广组

湖北省蔬菜办公室（长江片区组长单位）

15 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16 贵州省果树蔬菜工作站（西南片区组长单位）

17 四川省园艺作物技术推广总站

18 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19 甘肃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黄土高原片区组长单位）

20 陕西省园艺技术工作站

21 宁夏回族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

22 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技术指导总站

23

物化配套组

中国蔬菜协会（组长单位）

24 天津蓝迪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5 湖北格林凯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6 本生（惠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7 中蔬种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8 青岛华垦进出口有限公司

29 北京植得智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30 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 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北京富特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3 北京农生科技有限公司

34 雷邦斯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35 农芯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36 北京世纪阿姆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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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科技教育司。

全国农技中心办公室 2020年 7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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