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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县校合作再铸曲周辉煌

魏吉平

中共曲周县委书记 　

　　党的十六大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现

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大任务明确提了出来。就县一级来说 ,落实这一要

求 ,最根本的在于借势聚力 ,寻求支撑 ,加快建设经

济强县步伐。回顾曲周发展史 ,面临入世和全面建

设小康的新形势 ,我们认为深化曲周县与中国农大

的县校合作是谋求跨越式发展 ,建设经济强县的现

实选择和一条有效途径。如果说曲周县与中国农大

合作改土治碱 ,谱写了曲周发展史上第一次辉煌的

话 ,曲周县委、政府通过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推进

与中国农大的县校合作 ,必将加快曲周的跨越式发

展 ,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 ,再铸曲周发展的

新辉煌。

1 　回顾与中国农大 30 年合作史 ,县校合作

一举双赢

　　曲周县是历史上有名的老碱窝。新中国成立

后 ,虽几经治理 ,但成效不大 ,地碱、水咸 ,土壤瘠薄

是制约曲周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原因。

自 1973 年原北京农大老师石元春、辛德惠等带

领科研组进驻曲周改土治碱以来 ,在几代农大人的

帮助指导下 ,曲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一成

功改造了 1. 9 万 hm2 盐碱地 ,盐碱滩变成米粮仓。

从 1973 年农大人来到曲周改土治碱以来 ,通过建立

三代试验区 ,探索出了“深沟浅井 ,抽咸补淡 ,农林水

并举 ,旱涝碱咸综合治理”的成功之路 ,并引起国际、

国内的关注和支持。1983 年曲周的盐碱地综合治

理以“河北省农业发展项目”争取世行贷款 2 294 万

元 ,争到世界粮食署“2672”项目 688. 7 万元的物资

援助。通过外资支持 ,先后新打修复机井 1 242 眼 ,

架设输电线路 655 km ,沟渠动土 753 万 m3 ,营造农

田防护林 2 120 hm2 ,使全县农业生产条件极大改

善。到 1987 年 ,治理区粮食产量 5 490 kg·hm - 2 ,皮

棉产量 832. 5 kg·hm - 2 ,分别较治理前增长 4. 7 倍和

4. 2 倍 ,农业总产值达到 5 276 万元 ,农民人均收入

379 元 ,分别增长 7 倍和 9 倍。全县农业连年丰收 ,

养殖业蓬勃发展 ,曲周先后建成全国商品粮基地县、

优质棉生产基地县、平原绿化先进县 ,建成省小麦生

产基地县、粮食高产稳产基地县。与建国后近 30 年

粮食单产增加 0. 5 kg ,吃国家返销粮 7 000 多万 kg ,

花国家救济款 3 000 万元 ,形成鲜明对比 ,使昔日盐

碱滩变成今日米粮仓。其二农大发挥主导作用 ,推

动了曲周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国农大率先为曲周配

备科技副县长 ,带动乡、村配备主管科技副职 ;帮助

指导全县健全科技服务体系 ,全县科技人员中中级

以上职称占 29 %。村级科技服务组织逐步健全 ,全

县科技示范户达 500 个 ,农民技术员 5 136 名 ,农村

干部全部接受学历和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以

农大试验站为核心 ,建起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以

核心区、试验区、辐射区的形式 ,建成集科研、试验、

推广为一体的农业高新技术推广体系。使全县农业

常规技术普及率明显提高 ,全县科技贡献率保持 1.

5 %的增幅。1999 年以来 ,曲周连续 2 次 4 年被评为

创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和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其三大力推广新技术、新成果 ,带动调优了全县经济

结构。从中国农大引进农大 108、农大 3138 等玉米

新品种及 6424、邯 8284 等棉花新品种 ,引进脱毒草

莓和花卉组培苗等新品种 ,调优产品结构 ,提高了质

量和效益。特别是应用 EM 生物技术、引进农大 3

号新品种等 ,对全县养鸡业进行改造 ,使全县养鸡业

规模、效益明显增加 ,成为一大支柱产业 ;引进甜玉

米超甜 1 号等新品种 ,经大力推广 ,已形成曲周一大

特色产业 ;引进腐植酸复合肥和生物有机肥生产技

术 ,建成绿色生产资料生产企业 2 家 ,为建设绿色曲

周打下了物质基础。可以说与农大的合作史就是曲

周巨变的发展史。　

在与中国农大的合作过程中 ,曲周也逐步建成

中国农大的农科教三结合基地、高新技术开发中试

基地、技术攻关与组装配套基地、长期定位监测与预

报基地。30 年来 ,先后有 数十项中国农大承担的国

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在曲周实施。仅 1978 —1993

年 16 年间 ,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11 项 ,其中“黄



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开发研究”项目获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农大自 1973 年建站以来 ,

先后依托试验基地 ,培养了一批科技精英 ,出了 2 名

院士、40 多名正副教授、200 多名博士和硕士 ,接纳

实习研究生和本科生 1 000 多名 ,实现了互惠互利 ,

携手发展 ,一举双赢。

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 ,带来县校合

作新机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根本任

务在发展 ,难点在县域经济。这对各行各业、各个层

次提出了新的要求。立足县域经济 ,当前县校合作

面临着 3 大机遇。

一是突破发展“瓶颈”,需要县校合作。县是城

乡之间、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的结合部 ,位置特殊 ,

作用重要。县域经济 ,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遍

存在科技含量低、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差、发展后劲

不足等问题。其原因 :1) 人们思想解放程度不够。

尤其开放意识、现代经营理念、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

想等还没有牢固确立 ,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

大障碍 ; 2) 县域企业缺乏跻身行业前列的信息、技

术和人才等科技竞争力 ,有的甚至没有完成原始资

本积累 ,难有大发展 ,对县域经济的带动和辐射能力

无从谈起 ; 3) 传统产业农户参与广、科技含量低、

经济效益差的窘境仍未摆脱。尤其在引进推广高新

技术和科研成果上缺乏支撑 ,后劲不足。致使农民

增收难、农业大县提质增效难 ,由此引发农村矛盾化

解难、维护农村稳定难等 ,成为制约农村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瓶颈”。解决上述问题 ,需要现代观念的

输入、高新技术的引进、专业人才的支撑和开放项目

的激活。高等院校是科学技术的前沿阵地和权威机

构 ,具有人才、技术、知识和项目高度聚集的优势。

推进县校合作 ,借助高校现代理念、先进技术、科研

成果、开发项目 ,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经营模式、创新

能力、生产方式等进行全方位改造 ,就能有效突破

“瓶颈”,谋求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离不开县校合作。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谋求的是高效低耗、良性循环的可持

续发展。确立一条既符合实际、又顺应时代要求的

发展路子 ,从高投入、低产出、重污染的粗放经营和

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 ,高等院校具有着眼国际、领先

国内、独站鳌头的信息、人才优势 ,推进县校合作 ,就

能以高校为支撑 ,策划出高效、优质、低耗、环保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使县域经济始终沿着科学的方向

发展。　

三是实现良性互动 ,契合点在县校合作。面对

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新挑战 ,企业竞争是国际

间的竞争 ,竞争的核心从规模、成本转向信息、技术、

人才等科技实力的竞争。企业要生存发展 ,亟需尖

端技术的武装 ,科技人才的支持 ,需要县委、政府协

调、组织和服务 ,争取和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同时 ,

以科技实力为核心的国际竞争 ,也为高校和科研单

位提出了新课题和要求 ,迫使其加大科研攻关和成

果转化力度 ,来实现其价值和作用。双方要求合作

的愿望都空前迫切 ,其契合点就在县校合作。对此 ,

我们必须积极认识 ,主动工作 ,真正借科技之力 ,达

到发挥优势 ,互惠互利 ,携手发展 ,实现双赢的目的。

3 　实施“二次创业”,再铸曲周辉煌

基于上述认识 ,新一届曲周县委、县政府对县校

合作重新定位 ,提出了以推进与中国农大全面合作 ,

加快科教兴县步伐为主要内容的二次创业思路。并

成立高规格机构 ,全面深化县校合作 ,力争在取得改

土治碱巨大成功的基础上 ,再铸曲周发展新辉煌。

1) 明确工作定位 ,创优县校合作环境。县校合

作实质是高校专家教授、课题组、知识产权人士与县

域企业、农户、服务组织等经营主体间的合作。作为

县级政府 ,必须明确定位 ,主动工作 ,着力扮好 3 个

角色 ,确保合作成效。一是崇尚科技理念的倡导者。

主要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选树典型、形势教育

等 ,引导经营主体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

增长源 ,人才是发展的根本、是竞争的核心 ,自觉从

注重物化成本投入转到加大智力投入、向科技要效

益的新型发展轨道上来。曲周县通过确立“2444”发

展思路 ,即依托中国农大和清华大学 ,实施科教兴

县、开放带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4 大战略 ,突出农

民增收、企业发展、项目建设、民营经济 4 项重点 ,做

好龙型经济、特色经济、绿色经济、外向型经济 4 篇

文章 ,使崇尚科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全县上

下的共识。二是产学研对接的组织者。主要通过邀

请专家教授基层选题、一线人员高校进修、定期交流

洽谈等形式 ,使教学科研更贴近实际 ,服务生产 ,使

生产经营活动引入现代经营理念、最新科研成果和

先进管理技术 ,真正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有机链条 ,

使科技与产业密切结合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

合作项目实施的保障者。主要通过协调解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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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用水、用电、手续审批等问题 ,创优项目建设外

部环境 ,确保顺利实施。曲周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与中国农大合作的若干规定》,在组织协调、软

硬件建设、财政税收及各项服务等方面 ,制定了 15

条优惠政策 ,以最优厚的待遇、最低廉的地价、最宽

松的环境、最周到的服务 ,全力配合项目实施。同

时 ,利用县政府与邯郸市农行建立的政银全面合作

关系 ,对投资少、周期短、回报率高的项目 ,足额予以

资金支持 ,确保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2) 注重借势发展 ,明确县校合作重点。主要做

好“理路、提质、解难、增智”八字文章。“理路”即把

高校作为县委、政府决策的外脑 ,借智谋划发展思

路。我县在谋划“十五”时 ,征求农大领导和专家意

见 ,确立了发展绿色产业、建立绿色曲周的发展方

向。农大责成部分专家教授组成国家“十五”科技攻

关项目曲周试区课题组 ,深入曲周实地考察 ,经一年

多研究论证 ,编制了《曲周绿色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到 2005 年实现近期目标 ,建成 1 个绿色农产品加工

开发区、6 个绿色产业基地、注册 10 个无公害农产

品品牌 ;到 2010 年实现中期目标 ,以绿色产品加工

和贸易流通为中心 ,形成种养加一体化、贸工农一条

龙的产业链 ,组建 5 个龙头企业 ,形成 2 个绿色产品

国际品牌 ,使绿色产业成为曲周的支柱产业 ; 到

2020 年实现远期目标 ,形成 4 个绿色主导产业、10

个绿色著名品牌 ,使绿色生产资料产业成为曲周经

济的主体 ,建成闻名海内外的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基

地县。我县组成专门班子 ,依据《规划》筛选了 55 个

项目 ,总投资 11. 87 亿元 ,县政府已将项目分解落实

到相关部门。目前 ,有的项目已启动实施。“提质”,

即大力引进高校科研成果和高新技术 ,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 ,提高全县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我县依托

农大通过引良种、推技术、强管理 ,使全县林板一体

化、养鸡、蔬菜、棉花、秸秆加工 5 大主导产业全面提

质增效。“解难”即针对企业和农户生产经营难题 ,

邀请有关专家教授联合攻关 ,突破瓶颈谋发展。今

年我们筛选了咸淡混浇一体化、EM 技术养鸡、高油

玉米梯级开发等联合攻关项目 5 个。“增智”即以高

校专家教授办班培训、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 ,大力开

展科技培训 ,提高全民科技素质 ,为经济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和人才保证。今后 ,我县每年都要从应届毕

业生、农村干部、科技示范户中筛选一批优秀人才 ,

脱产到农大培训进修 ,学习深造 ,结业后回县从事科

技推广 ,配合科研项目实施。

3) 切实选好载体 ,打造县校合作平台。一是以

活动为载体。主要通过组织活动 ,增进双方了解 ,加

强交流 ,深化合作。我们要抓住农大在曲建站的独

特优势 ,以 30 年站庆为契机 ,争取尽可能多的项目

签约 ,力求实在效果。二是以阵地为载体。主要建

好用好试验站这一教学、科研和试验基地 ,以之为窗

口 ,加强联系 ,密切合作。要为试验站建设提供更多

的便利和优惠政策 ,使之建成国内一流的农科教三

结合、产学研一体化实验中心。并以试验站为核心 ,

进一步强化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 ,真正建强

阵地促合作。三是以项目为载体。主要是县校双方

共同谋划开发项目 ,在项目建设中互惠互利 ,共同发

展 ,实现双赢。当前要重点实施好华北现代农业科

贸城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63 340 万元 ,占地 3 000

亩 ,包括高新技术研发城、高新技术产业化城、高新

技术贸易城和学院城 4 部分 ,具有研发、展示、贸易、

培训和服务 5 大功能。已与中国农大达成合作意

向 ,由县校双方共同组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市场

化运作 ,股份制经营 ,使之建成中国农大在黄淮海流

域的高标准科技示范窗口、中国现代农业的技术孵

化基地。

县校合作立足点在实现双赢 ,关键在优势互补 ,

核心在成果转化 ,贵在诚实守信。随着形势的发展

变化 ,对县校合作又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但只要遵

循上述原则 ,县校合作就一定能扎实推进 ,富有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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