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派

11 月 26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建立新

型科技特派员队伍，到 2025 年底科技特派员

数量达到 1 万人，实现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

以上企业科技专干、全省乡镇（街道）科技特

派员工作站服务全覆盖。截至目前，该省已

完成首批 3232 名科技特派员（1097 名乡镇科

技特派员）和 239 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备案

工作。

自 1998年以来，起源于福建南平科技特派

员制度已在我国各地推行 20余年，此次河北提

出全面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打造新型科

技特派员队伍，究竟新在何处？记者就此进行

了采访。

通 讯 员 薛 华 白双艳
本报记者 刘廉君

不同于以往单纯服务于农业领域，《实施

方案》深刻把握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推动经济发

展主战场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从拓展服务领域

入手，将科技特派员工作重心由服务“三农”向

服务企业和基层扩展，打造一支由农业科技特

派员、企业科技特派员、乡镇科技特派员组成，

面向“三农”、面向企业、面向基层的新型科技

特派员队伍，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

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实施方案》明确，提高农业科技特派员服

务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的能力，加

强农业生产、生态环境治理、人居环境改善等

拓宽选拔范围

外省、外国专家也可申请加入

“没人干、不会干、干不好，将成为过去

时。”河北省科技厅厅长马宇骏自信地表示。

为确保全面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按照体

系化推动的原则，《实施方案》中明确在乡镇

（街道）、省级以上园区建设科技特派员工作

站，在高校、科研院所设立科技特派员工作

室，在企业等被服务对象内部培育配合科技

特派员工作的科技专干以及组建省科技特派

员管理服务协会等举措，建立涵盖科技特派

员服务和派遣全流程的综合服务支撑体系，

充分激发科技人员参与科技特派员工作积极

性，确保科技特派员能够精准深入基层一线、

高效开展服务。

《实施方案》指出，在具备固定办公场所和

固定管理人员的乡镇（街道）、省级以上园区建

设一批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保障辖区内的科技

特派员开展精准服务，支持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强化和农业大户、合作社、企业的服务对接。

在具备固定办公场所和固定管理人员，且科技

特派员派出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高校、科研院

所设立科技特派员工作室，推动更多在职教

师、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参与科技特派员工作。

支持科技特派员工作室加强与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的沟通衔接，推动技术、平台、人才等科技

创新要素向基层转移、向企业输出。

为帮助科技特派员顺利开展工作，《实施

方案》还提出，在企业、合作社等被服务对象内

部培育一批科技专干，配合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开展需求征集、参与企业研发活动等工作，推

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

人员有保障，政策有激励。省科技行政主

管部门将对签署合作协议的科技特派员每年

每人给予不超过 1 万元的财政经费补贴，用于

科技特派员到被服务地的工作补助、交通差旅

费用、保险费用等支出。对首次通过省科技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工作站和工作室一次性给

予不超过 5 万元的建站补助，后续每年按照绩

效评价结果给予一定的运行经费补助。此外，

允许符合条件的科技特派员在服务中兼职取

酬，鼓励其通过技术入股等方式与服务对象结

成利益共同体，支持其与企业联合申报各类科

技计划，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支持。

全流程服务支撑体系

确保科特派深入基层高效服务
围绕解决基层科技力量薄弱问题，《实

施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创造性

地 提 出 了 培 育 乡 镇 科 技 特 派 员 ，从 各 乡 镇

（街道）在编在岗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中

选拔一批立足服务本辖区基层科技管理的

乡镇科技特派员，提高基层科技创新管理和

服务能力，力求打造一支“留得住”的乡镇科

技特派员队伍，强化乡镇（街道）的科技创新

服务能力建设。

来自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政府的郭鑫通过

个人申请、单位推荐和省科技管理部门遴选，

成为河北首批备案的 1097 名乡镇科技特派员

之一。河北省科技厅将加强乡镇科技特派员

培训和管理，不断提升其开展科学普及、科技

政策宣讲和创新理念宣传推广等科技创新服

务能力。

郭鑫表示，“科技特派员制度对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脱贫富民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乡镇特派员深感责任重

大，力争通过多学习实践，立足本职工作，做

好科技政策宣讲、技术需求征集和科研成果

对接，让更多实用的科学技术服务群众生产

生活，让更多企业、群众享受到科技带来的获

得感。”

培育乡镇科特派

在一线打造“留得住”的服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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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沙糖桔不是很甜，产量不太高，今年在科技特派员的精心

指导和全程服务下，我们的沙糖桔更甜，产量更高了，一亩地的收入增

多几百块。”初冬时节，正在果地摘果的广西百色市西林县那沙屯村民

岑亮高说。

近年来，百色市深入推进贫困村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机制，首创了科

技特派员技术服务共享团队管理机制，以“1+N”模式来整合全市科技特

派员人才资源，即“一个专家+一批科技特派人员”的服务形式，在乡村一

线传播实用技术，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贫困群众托起致富梦。

送技术：群众发展产业有信心

“种桑养蚕很赚钱，我们村里的群众也都在试养，可是由于我们没有

技术，养了一年病的多、赚的少。”已经担任靖西市三南村支书 4年的隆朝

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也是很多群众的期望。

百色市科技局局长李艳花介绍，百色市科技部门以贫困农民期盼的

技术作为服务方向，每年选派 400多名科技特派员进驻贫困县和贫困村，

活跃在田间地头，通过举办果树、食用菌、种桑养蚕、蜜蜂养殖等各类技术

培训班，自编实用技术教材，发放科技资料，播放科技录像，开展现场技术

指导，面对面、手把手地向贫困农民传授先进实用技术，解决贫困村、贫困

户所盼所求，为群众排忧解难，增强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激发致富的

内生动力。

今年 3月，在了解到西林县那托村养殖户王国祥想通过养鸡、养鸭增

加家庭收入，科技特派员庄茂忠立即到他家中，从鸡鸭栏舍的选址建造，

环境消毒，鸡鸭育苗保温、防疫、疫病防治，鸡鸭饲养管理等方面给予精心

指导，使王国祥掌握鸡鸭养殖技术，更好地发展养殖产业。

2020 年 4 月底，王国祥新进了 2000 只鸡、鸭苗，养殖成功后，得到了

一笔可观的收入。“感谢科技特派员的精心指导，让我对发展养殖产业充

满了信心，我会认真发展好鸡鸭养殖项目。”在庄茂忠的指导帮助下，王国

祥信心满满地说。

据统计，百色市全市科技特派员每年到贫困村开展实地科技服务

7000多次，实地服务总天数达 9000多天，进行技术指导 6500多次。

促增收：基地托起群众致富希望

在靖西市三南村黄金百香果立体种植产业园，黄绿色的百香果早已

挂满枝条，科技特派员蓝国龙早早来到地里，仔细检查果实生长状况，并

为群众讲解护理技术要点。

作为百色市科技局派驻三南村的第一书记，蓝国龙也担起科技特派

员的重要任务，把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到乡村。

“我身后这一片上面是种果的，下面我们可以种花生、黄豆，豆类作物

有根瘤菌，可以固氮，增加土壤的肥力，我们百香果园附加了花生和黄豆

的产值，一亩可以多得几百块钱的附加值。”蓝国龙说。

百香果产业园进入成熟期后，销售收入达 18.5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

农业产业科技种植示范模范村。

这片承载着群众致富希望的果园，同时也是许多“土专家”“田秀才”

的实践基地。在开展调研和技术培训的同时，科技特派员针对当地资源

和产业特点，结合自身专业优势，积极组织实施农业科技项目，引进和推

广符合当地实际的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拉

动村镇经济发展。

3 年来，该市共争取到贫困村科技特派员服务创业基地及科技能力

建设示范项目 11 个，扶持资金 1833 万元，协助建立示范基地 84 个，面积

43137亩；推广引进新品种 159个，推广新技术 174项，建立示范户 494个，

带动农户 7150多户。

建中介：农产品更有市场竞争力

“在特派员的帮助下，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还想自己流转土地种植

百香果，还要带动那些村民们一起搞，一起致富，因为当年种就当年有收

入。”靖西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陆艳明说。

今年 3 月，种果“小白”陆艳明在科技特派员点对点指导下成立了合

作社，承担起产业园的种植和日常管理工作，生活又有了新盼头。

为了帮助群众实现增产又增收目标，该市科技特派员入驻服务点之

后，积极帮助当地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有效地提

高了农业组织化程度，在不断培育农村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进一步增强

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据统计，3 年多来，该市科技特派员已帮助专业合作社 4395 家、家庭

农场累计达 635家，成员农户超 5.5万户，带动非成员超 10万户，家庭农场

549 个，种植大户超 10000 户，流转土地 63 万亩，流转率 22%，创建自治区

级以上“星创天地”33 家，国家级“星创天地”6 家，并实现自治区级以上

“星创天地”12个县（市、区）全覆盖。

技术下乡、服务下沉

他们让老区群众生活有了新盼头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岑亮甲

科技特派员蓝国龙（前排右三）在广西百色靖西市三南村黄金百
香果立体种植产业园为群众讲解护理技术要点。 受访者供图

“科技创新和服务产业是农村科技特派员的

永恒主题和使命。”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

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徐玉娟说。

近日，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徐玉娟研究员荣获“全国

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自毕业后 22 年以来，徐玉娟一直在农产品

加工领域攻坚克难，致力于热带亚热带果蔬加工

研究。作为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她还到广东

及新疆喀什、阿尔泰、贵州、四川等贫困地区开展

技术帮扶，完成成果转化 30余项，有效引领和推

动了特色水果加工产业发展。

首次实现桑果汁产业化生产

徐玉娟自小在部队军营里长大，从小父母很

注重培养她吃苦耐劳的精神，年少时每年暑假她

都被安排去干农活。

“割稻子、插秧、播种等农活我都干过。”徐玉

娟说，“每每看到农产品因腐烂被丢弃，就觉得特

别可惜。”

有了农村生活的经历，让她深深感受到“粒

粒皆辛苦”的艰辛，这也埋下了徐玉娟热爱农产

品加工科研工作的情结。1998 年，研究生毕业

的她就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农科院加工所工作。

徐玉娟刚工作时所里还是以传统种桑养蚕

为主，为了研究所的可持续发展，亟须探索一条

新的出路。徐玉娟跟随前辈们一起出谋划策，帮

助加工所转型。

作为所里招聘的第一个农产品加工专业的

科技人员，徐玉娟通过查阅大量文献，从加工所

选育的果桑品种着手，最终确定了最适合加工果

汁的品种。面对桑果皮薄、易腐烂、不耐贮、不便

加工的难题，徐玉娟和团队经过夜以继日的科学

研究，攻克了一系列桑果汁加工的技术难题，取

得了多项桑果汁加工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1999 年，第一批桑果汁产业化生产时，徐玉

娟带领工人在车间锅炉房临时搭床休息，随时起

来跟踪产品的规范生产，确保产品品质万无一

失。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第一瓶“桑果汁”终于诞

生，在国内外首次实现了桑果汁的产业化生产。

随后，徐玉娟又开始了桑果精深加工的系列

产品研发，其中“宝桑园”桑果汁成为南方航空公

司 10 余年的“空中饮品”，使得加工所桑果深加

工引领了我国桑果加工产业的快速发展。

助力新会陈皮成三产融合典范

在扎实开展农产品加工技术研究同时，十多

年前，徐玉娟就已主动报名成为广东省农村科技

特派员，带领团队其他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坚持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长期扎根粤东、粤西、粤北，

立足农村服务第一站、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成

为农民身边贴心人，为特色水果种植大户、合作

社、加工企业提供科技服务和技术指导。

新会陈皮，是广东农业三产融合的典范——

一产种植基地，二产研发加工基地，三产交易与

文化旅游基地，是新会陈皮打造全产业链开发格

局的“钥匙”。徐玉娟负责的便是加工技术研发。

早在 2000 年在新会生产桑果汁时，徐玉娟

看到马路边晒了很多柑橘皮，了解到“广陈皮”是

广东三宝之一。这令她对陈皮充满了好奇。

“为什么新会陈皮功效这么好、价值这么

高？为什么陈皮放得越久越好？”

带着这些疑问，徐玉娟开始了对陈皮的研

究，率先创建了广东主要柑橘品种果肉及果皮主

要活性物质数据库，明确了其主要黄酮类物质及

精油的种类与化学结构，探明了陈皮在贮藏陈化

过程中物质变化规律，明确了“广陈皮”为什么

“越陈越佳”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

徐玉娟还针对长期以来以手工作坊式粗放

加工、农药残留、霉变、品质混杂等问题，集成创

新了纳米清洗、热风（泵）干燥、控温控湿陈化、基

于二维码的全程追溯等技术，率先实现了陈皮自

动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

在徐玉娟团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传统的陈

皮产业快速实现了转型升级，新会陈皮现代农业

产业园也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名单。

“将贫困地区优势特色农产品资源与先进地

区的人才、科技、市场的巨大优势形成互补，在此

基础上实现技术攻关并进行成果转化应用，是推

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向产业延伸的重要手段。”

徐玉娟说。

推动实现陈皮现代化生产、在贫困地区开展技术帮扶

徐玉娟：22年转化科技成果30余项

领域的技术集成和适用技术示范推广工作力

度。鼓励农业科技特派员与农民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带领农民创新创业、增收致富。企业

科技特派员重点围绕河北重点产业高质量发

展需求，深入企业开展政策宣讲、技术培训、参

与研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科技工

作，推动企业建立并完善科技创新管理体系。

此外，企业科技特派员还将充分发挥桥梁和纽

带作用，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组建产学研

创新联盟等，推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

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和研发平台，促进产学研

深度融合。

这支庞大的专业队伍从哪儿来？在选拔

范围上，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并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高校、

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在职教师、科研人员；具

备一定科研能力或拥有科研成果的在校大学

生；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且具备连续 3年以

上科技工作经历的协会、企业人员，以及符合

条件的退休专家、外省专家、外国专家均可申

请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之中。

“我们将探索实行双向选择与定向派遣相

结合的派驻模式，支持科技特派员与服务需求

方‘结对子’，按双方自主约定的服务内容和预

期目标开展工作。”河北省科技厅区域创新处

处长孟志国表示。

本报记者 龙跃梅

徐玉娟在实验室工作徐玉娟在实验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玉田县彩亭桥镇基层科技特派员李晶玉田县彩亭桥镇基层科技特派员李晶（（右一右一））在唐山恒峰机械制在唐山恒峰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向技术人员讲解专利申报相关知识造有限公司向技术人员讲解专利申报相关知识。。 王柏文王柏文摄摄

20252025年人员数量达年人员数量达 11万万，，实现全覆盖实现全覆盖

河北科特派要派得下更要留得住河北科特派要派得下更要留得住

河北省印发《关于全

面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

制度的实施方案》，提出

建立新型科技特派员队

伍，到2025年底科技特派

员数量达到 1万人，实现

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

上企业科技专干、全省乡

镇（街道）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服务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