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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林草装备产业
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形

成了具备林草机械产品及零配
件全链条生产供应能力的产业
体系，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走在
全国前列。2021 年，国家林草
装备科技创新园（以下简称“创
新园”）落户我市，并成立国家林
草智能装备研究院，为我市林草
装备产业提供一个新的发展平
台。我市以新平台建设为契机，
努力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林
草装备创新策源地、科研先行
地、人才集聚地、成果转化地。

为加快提升林草装备科技
创新水平，攻克林草装备关键技
术，创新园研发攻关项目（第一
批）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相关企
业应如何申报项目获得资金支
持？本报特邀请国家林草智能
装备研究院有关负责人为你解
读相关政策。

国家林草装备科技创新园研发攻关项目（第一批）开始申报

本报为你解读申报立项相关政策

融媒记者 郑旭华

国家林草智能装备研究院效果图

问：申报的项目类型有哪些？

答：研发攻关项目主要分为“揭

榜挂帅”重大攻关专项和重点研发项

目两大类。（详见项目指南）

“揭榜挂帅”重大攻关专项聚焦

我国林草行业和装备产业共性技术

难题。每项资助 50~100 万元，其中

高校、科研院所牵头的项目自筹经费

不低于资助经费，企业牵头的项目自

筹经费不低于资助经费的2倍。

重点研发项目围绕林草装备产

业核心攻关技术需要。每项资助

30~50万元，其中企业自筹经费不低

于资助经费的2倍。

针对能够解决的林草装备产业

重大技术和共性难题的项目，在申报

条件和经费支持方面，实行“一事一

议”制度。

问：申报应符合哪些条件？

答：项目申报应当同时符合以下

条件：

1.“揭榜挂帅”重大攻关专项面

向全国申报，以林草装备领域的高

校、科研院所、永康市林草装备企业

等为申报主体，需产学研联合申报并

有浙江企业重点参与实施。

2.重点研发项目以永康市林草

装备领域的企业为申报主体，鼓励企

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申报。企业

须注册在永康市区域内，并具有相应

的研发能力和研发投入。

3.同一单位承担研发攻关项目

不超过 2 项。同一项目负责人承担

项目不超过1项。

4.申报内容已获得其他资金资

助的，不得重复申报。

5.列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名单，

或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存在联合惩

戒记录、项目实施的申报单位和个人

均不得申报。

问：实施期限有什么要求？

答：项目实施期由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实施难度、工作量、实现目

标的难易程度科学提出，“揭榜挂帅”

重大攻关专项和重点研发项目实施

期限不超过2年。

项目申报后，研发的主要任务等

原则上不予调整，资助补助经费不足

部分由申报单位自筹经费补足。

问：申报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申报项目应当对照指南中明

确的研发内容进行申报，符合指南的

具体申报条件。项目申报主体需填

报《国家林草装备科技创新园研发攻

关项目计划申请书》，并将纸质申报

材料（一式 5 份）及电子版报至国家

林草智能装备研究院。

问：申报截止时间是何时？

答：项目申报截止时间：2023 年

7 月 16 日 17 时。电子版材料以邮件

发送时间为准，逾期不再接收申报材

料。

问：研发攻关项目资金拨付方式

是怎样的？

答：研发攻关项目经费采用分期

拨款的方式。首期拨付50%，中期检

查通过后拨付30%，验收通过后拨付

20%。

问：研发攻关项目资金开支有哪

些要求？

答：研发攻关项目资金开支范围

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需

单独建账，专款专用。

直接费用按设备费、业务费、劳

务费三个类别。

间接费用是指承担单位在组织

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

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

承担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的房屋占

用，日常水、电、气、暖等消耗，有关管

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激励科研人

员的绩效支出等。间接费用按照直

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30%比

例核定。

问：研发攻关项目如何验收？

答：项目验收中，国家林草智能

装备研究院将委派 2 名以上同行技

术专家和财务专家到现场查验，现场

核实项目实施情况及经费使用情况

后，再进行会议验收。

研发攻关项目验收需向国家林草

智能装备研究院提交以下资料：1.验收

申请书；2.项目工作总结报告；3.项目

技术总结报告；4.项目经费审计报告；

5.项目实施绩效和相应证明材料。

研发攻关项目结题、验收后，按

需及时进行科研成果的评价、登记

等。项目验收后 3 个月内，项目承担

单位将验收证书、验收材料等整套资

料交国家林草智能装备研究院归档。

■相关链接

研发攻关项目指南
（第一批）

（一）“揭榜挂帅”重大攻关项目
1.南方丘陵山地营造林机械化作业装

备。针对营造林和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机

械装备需求，围绕南方山地多地形便捷的

整地等机械进行研发和组合应用，研制适

宜山地森林经营、人机高度融合的机械化

作业装备，重点解决丘陵山地营造林设备

作业稳定性、机械化土球修形和捆绑技术

等难题。试制相应样机，建立应用场景 2

个以上。

2.毛竹机械化采运联合作业装备。
针对毛竹林可持续经营和竹材加工产业

需求，围绕当前毛竹采伐、下山作业过程

劳动强度大、生产成本高等制约因素，开

展钩稍、去枝、伐后下山等生产装备研制，

重点支持伐后下山装备研发，试制相应样

机，建立应用场景1个以上。

3.木本油料生产机械装备。针对“采

收难、加工难”等制约木本油料产业发展

的短板问题，围绕丘陵山地环境下抚育管

理等环节所需装备进行攻关研发，重点解

决果实高效收集技术、新能源动力智能管

理与控制技术等，试制相应样机，建立应

用场景3个以上。

4.松材线虫病安全高效疫木粉碎处
理装备。针对松线虫疫木采伐和加工过

程疫情严格安全管控的要求，围绕松材线

虫病疫木粉碎、收集、转运等环节所需装

备进行攻关研发，重点解决大径级疫木高

效粉碎与安全收集等移动式装备，可粉碎

最大直径 40 厘米的疫木，试制相应样机，

建立应用场景2个以上。

5.林业机械化现状与评价体系。针对

林业装备高质量发展科学规划的迫切需

求，分析国内外林草装备发展现状和趋

势，根据浙江省林业现实需求，编制营造

林、木本油料、花卉苗木、竹子等林业生产

机械化发展报告，建立适合浙江省林业机

械化评价体系，提出适合浙江省林业机械

发展对策，为浙江省林业管理部门提供决

策支撑。

（二）重点研发项目
1.林下割灌锄草翻耕多功能机。针对

在割灌等作业环节设备功能单一等问题，

研发集割灌、除草、翻耕于一体作业的多

功能机，提高林下割灌、锄草清理的机械

化作业效率。

2.苗木种植关键作业装备。针对苗

木产业用工量大、作业工具落后的现状，

结合苗木育苗、移植、转运和管理等环节，

研发苗圃地起苗、基质装袋和搬运等机

械，提高苗木产业机械化水平。

3.轻便式高杆类林果采收设备。针

对我省山核桃、香榧等林果采收环节人工

高位采收危险系数大、作业效率低等问

题，结合锂电动力代替汽油动力降低操作

者的负重强度和使用成本的优势，研发高

杆式高位作业锂电装备，达到轻量化和便

携式要求。

4.竹片智能分选和成型设备。针对

竹产业加工水平低，产业分选分级利用有

待提升的问题，研发竹片表面缺陷及颜色

自动检测识别设备等，提高竹制品质量和

市场竞争力。

5.省力高效安全森林灭火装备。针

对现有背负式灭火装备点火方式落后，以

水灭火效率有待提升，研发安全快速启动

森林灭火成套装备、水化泡沫灭火装置

等，满足森林消防应用场景需求。

6.林草装备质量检测装置。针对林

草装备质量检测装置和方法还不完善，开

展智能林草装备动力系统及关键零部件

可靠性、电气系统等检测技术与装置，产

品应用检测装置等研究，提升林草装备产

品质量检测水平。

7.便携式林草机械动力装置。针对

便携式园林工具存在发动机寿命短等问

题，开展汽油发动机寿命系统提升、锂电

类园林工具续航时间提升、可适配多电源

系统设计等方面研究，提升便携式园林工

具户外作业能力。

8.林草装备关键核心零部件。针对

林草装备关键核心零部件质量提升技术

需求，开展便携式林草装备智能操控系

统、多电源控制系统、关键装置工作协同

润滑系统、低噪声动力系统和直流无刷开

关启停系统，以及零部件热处理工艺技术

等，提升林草装备实用性和安全性。

更多详情可联系：国家林草智能装备

研究院（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张文福：

15967115793，邮 箱 ：zwf870405@163.

com，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金攀：

15888919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