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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资讯台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典型派

2021 年至今，三亚市共

计向 35 个帮扶村选派 40 名

科技特派员，包括 35名一线

科技特派员和 5名专家科技

特派员，专业领域覆盖三亚主

要特色农业产业。

40名

◎本报记者 王祝华

◎本报记者 龙跃梅

“最近三亚天气湿冷反常，如果田里不做好

排水，给豆角、青瓜追肥肯定会烧根。”3 月初，海

南省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委会第一书记、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肖春雷，冒雨站在田埂上给当

地农民耐心地讲解。

从事植物保护和瓜菜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

已经有近 15 个年头的肖春雷，原是三亚南繁科

学技术研究院一名技术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

专家。从去年开始，肖春雷有了个新身份——三

亚市专家科技特派员，为全市乡村振兴结对帮扶

村和“十三五”时期建档立卡贫困村提供农保技

术指导，肖春雷更忙了。

派出制度创新升级

专家科技特派员不定向帮扶+一线科技特

派员一对一结对帮扶，是三亚市为加强和规范科

技特派员队伍建设管理，精准支撑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创新服务新模式。2021 年至今，三亚市

共计向 35 个帮扶村选派 40 名科技特派员，包括

35名一线科技特派员和 5名专家科技特派员，专

业领域覆盖三亚主要特色农业产业。

有了专家科技特派员的身份，肖春雷要解决

的并不仅仅是诊断识别农作物病虫害这么简单，

而是要让更多科研成果助力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以及保护土壤、提升经济效益、提升绿色产品供

给等多方面做更多的思考与探索。

蓝神是三亚梅村返乡大学生就业创业代

表。这几年，蓝神把从专家和种植大户那里学到

的技术本领应用到哈密瓜、火龙果种植上，事业

蒸蒸日上，公司规模日益壮大。选择在祖祖辈辈

坚守的土地上再次创业的他，更希望能帮助身边

更多的村民。2021 年，三亚市科工信局发起科

技特派员“一对一”结对帮扶行动时，蓝神便积极

响应，经过面试审核，成为了村里的一线科技特

派员。

合力探索精准服务

“科技特派员制度这些年来较好地发挥了作

用，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提升完善。”三亚

市科工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三亚市的科技

特派员基本都是从科研院所、科技管理部门选

派，难以做到驻村帮扶，导致无法及时、全面追踪

到帮扶对象的技术需求和产业需求。

如何提升新时期科技人员服务乡村振兴的

能力？三亚市尝试将科技特派员选派分为专家

型和一线型，形成“分类搭配”的模式。

一线科技特派员主要是在帮扶村中通过

竞争筛选机制产生，要求具备一定专业能力和

技术特长，且能长期深入帮扶村进行农业科技

服务、农业信息咨询对接和农业科技培训，包

括农业科技人员、“候鸟型”专家人才、农业服

务咨询人才、农产品销售电商人员、农业生产

经营人员、返乡大学毕业生、返乡复转军人、乡

土人才、农村致富带头人等。他们在一线可以

快速响应，如遇到现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则负

责收集问题向专家反馈。

专家型科技特派员则是具备较高学历、拥

有相关领域专家资源与服务成果、拥有丰富的

培训和讲授经验和能力，能面向全市区镇提供

服务的高等院校、研究中心技术人才。专家科

技特派员与一线科技特派员还可以结对帮扶，

共同培养地方技术骨干，弥补一线科技特派员

不足的问题。

对此，三亚还计划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紧紧

围绕农业科技和乡村振兴发展，进一步完善制度

体系和政策环境，“真金白银”支持科技特派员在

田间地头开拓创新。如正在试运行的《三亚市科

技特派员管理暂行办法》，将在科技特派员登记、

选派、考核、支持政策等方面进一步突破。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是科技特派

员。”专家科技特派员陈燕博士是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副教授，对科技特派员如何发挥特长、赋能

乡村振兴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专家科技特派

员要敢做专家，做好专家。对生产实践，要‘下得

去’、留得住、出成果、能转化，与一线科技特派员

一起，做农业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

头羊，让广大农民真正得实惠。”陈燕说。

“新模式+实政策下，科技特派员更接地气、

更‘有身份’，大家比以前更踏实了，更能助推科

技帮扶工作。”陈燕说，更接地气是科技特派员真

正了解产业中的迫切需要，而不是“天马行空”地

自己“认为”，这让科技帮扶更加“精准”，更加具

有针对性且行之有效；更“有身份”是科技特派员

开展工作有了稳定政策的支撑，协调资源时说话

更有底气，同时也能让科技特派员增强责任心。

陈燕认为，三亚“新模式”使专家科技特派员

与一线科技特派员组成了产研合作的流水线合

作模式。一线科技特派员是产业的实践者也是

情报收集者，专家科技特派员根据产业发展需求

开展相关科研，用科学技术指导实践，可以实现

共赢。

科特派“分类搭配”，精准支撑三亚乡村振兴

近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以下简称仲恺学院）农村科技特派员团

队（以下简称农村科特派团）王琴教授一行 3 人，前往广东省梅州市梅

县区丙村镇开展科技帮扶乡村产业工作。此次调研，农村科特派团队

的专家们主要深入丙村镇镇域内企业，了解企业的技术难点，提供技

术指导及服务。

农村科特派团队前往梅州市客迁食品有限公司开展了调研，了解到

该公司的盐焗食品存在风味品质受限及保质期短等难点。针对这些问

题，农村科特派团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后期还将进行技术改进，提升产

品风味，延长保质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痛点。

农村科特派团还到广东梅州市富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调研。

该企业主营产品为柚子深加工饮品，为应对竞争激烈的饮料市场，农村科

特派团结合企业现有技术提供了相关指导，提升了产品品质，并提出了开

发适合市场需求、拓展柚子等农产品食品化的新途径。

通过本次调研，农村科特派团队深入了解了丙村镇企业的技术问

题，团队将持续深入丙村镇的各家企业，依托仲恺学院的科技资源群

策群力，送服务下乡，强化科技支撑，以科技服务助力丙村镇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深入乡镇企业

农村科特派把科技服务送下乡

科技送上门，春耕春播有保障。3月 14日，记者从湖北恩施州科技局

了解到，近期该州科技特派员纷纷走村入户，到田间地头进行科技服务，

为农户们解决生产难题。

开春时，鄂西北山区瑞雪纷飞，持续暴雪和低温天气也对藤茶规模化

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对此，恩施州科技特派员李宇在咸丰县筒车坝镇

进行了藤茶种植繁育、栽培的实地调研。李宇仔细研究，并提出了减少藤

茶病害、降低损失的相应解决措施。

宣恩凯康家庭农场位于恩施州椿木营乡白岩溪村，村民主要种植竹

节参、八角莲、白芨、毛慈菇等中药材。不久前的严寒天气可能会造成中

药材一定程度的冻害损伤。

“冻害发生前，可以通过施肥，叶面喷施防冻保护剂，或中耕培土、进

行覆盖等方式，从而增强中药材抗逆性，降低土壤冻结温度，提高地温，减

轻中药材冻害。”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副研究员、恩施州科技

特派员郭晓亮向农场负责人讲解了中药材冻害防治技术。

雨雪天气来临，郭晓亮又叮嘱农场负责人清沟排水，及时摘除和修剪

冻伤的枝叶，加强肥水管理，追施速效氮肥，撒施草木灰等措施，促进受冻

药材快速恢复生长。

防冻措施得力，冻害发生后管理到位，极大减轻了宣恩凯康家庭农场

种植中药材的冻害损伤，减少了农场经济损失。“郭老师比天气预报还快，

每次雨雪天气前都要反复跟我讲解怎么预防，遇到难题该怎样办，我们听

了以后心里就有数了。”宣恩凯康家庭农场负责人易美玲说。

得到科技特派员服务帮助的还有建始康泰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在该公

司的种植基地。恩施州科技特派员、湖北省中药材所助理研究员蒋小刚

利用已有的厚朴林下资源，连续几天蹲守在田间，指导工作人员进行厚朴

林下间作湖北贝母生态种植技术的升级，开展了厚朴—湖北贝母林药生

态栽培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春耕生产忙

湖北科特派田间地头解难题

科技日报讯（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庄佳丽）记者日前从福建省三明市

科技局获悉，为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充分激发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创造

活力，三明市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近日制定出台《支持科技特派员建

立利益共同体若干措施（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为科技特派员建

立利益共同体提供政策支持。

据介绍，《若干措施》针对当前科技特派员建立利益共同体存在的难

点和痛点问题，从允许兼职取酬、支持离岗创业、保障利益共同体持续发

展、强化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加大项目资金支持力度、加大金融信贷扶持

力度等六个方面提出有力措施，鼓励、支持科技特派员领办创办经济实

体，或以科技成果或知识产权入股、资金入股、技术入股、租赁经营等多种

形式，与服务对象结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推进科技特

派员工作长效机制建设，推动创新创业深入开展。

下一步，三明市科技局将认真推动《若干措施》落细落实。近期将细

化科技特派员利益共同体贷款方案，设立专项补偿资金，推动金融机构开

展对科技特派员利益共同体的授信业务和贷款业务，并适时启动科技特

派员创业贷款贴息经费申报工作，进一步降低科技特派员利益共同体的

融资成本，为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

福建三明出台专项措施

支持科特派建立利益共同体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马俊杰

“公司生产的保温装饰板正在质检，现在在

线设备替代了原先的人工作业，既可缩短检验时

间、提升数据精度，利用传感设备还能将关键设

备参数上传至数采系统，实现检测结果的实时监

控记录……”3 月 15 日，杭州元创新型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研发部主管黄立荣向记者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聘请浙江大学能源学院

副教授、科技特派员杨健为“教授 CIO（首席信

息官）”以来，开发了数字化质量实时管控系统，

“智能工厂”建设加快，基本完成了生产车间的物

联网改造，目前还在持续优化升级中。

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这样的转型故事正

在多家企业同步上演。

去年 3 月，桐庐县科技局联合浙江大学、浙

江工业大学组建了一支 12人的工业科技特派员

队伍，分别对接 12家企业，实施“教授 CIO”结对

助企行动，尝试以科技特派员“结对+组团”的服

务模式，构建以科技特派员为先导、高校院所为

依托的专家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

桐庐县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快递产业之乡”

的名声在外。近年来，该县注重制造业发展，持

续打造快递物流地标性产业和大智造、大健康、

大旅游主导产业构成的“1+3”产业体系。

桐庐县持续探索制造业数字化改造路径，先

后发布《桐庐县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实施方案

（2017 年—2020 年）》《桐庐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聚焦传统制造业中的特

色优势行业，鼓励企业通过战略重组、科技创新

等方式做专做精和做大做强。

“随着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的扩展，一些共性

问题逐渐显现。”桐庐县科技局合作科科长陈建

龙说，比如，当数字化改造改变了企业原有“松散

乱”的生产管理方式时，一线员工的知识和技能

无法满足项目推进要求；实现机器决策以贯穿整

个业务流程，必须建立有效数学模型，而部分企

业并不具备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

产业数字化，需要企业有既熟悉所属行业业务

流程，又具备信息系统规划设计的专业技能人才。

但县域地区普遍存在区位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对外

招引或内部培育都存在实际困难。即便有企业同

专家团队开展对接，契合度和连贯性也有待提升。

2021 年，桐庐县科技局在总结农业科技特

派员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试点推行工业科技特派

员工作机制，围绕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

征集了 28个企业需求。

陈建龙介绍，桐庐县科技局同步出台了《桐

庐县推行工业科技特派员机制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工作方案》），优先选择对需求梳理详细的

企业，联合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择优选取相

关专业领域的专家教授，首批促成 12 名专家入

驻企业担任“教授 CIO”。

根据《工作方案》，科技特派员将协助企业梳

理明确技术问题，针对性提出解决方案或路径；

协助引入高校院所科研资源或比选、对接第三方

技术服务机构，跟踪企业项目实施进程并开展绩

效评估；鼓励特派员与企业开展产学研用深度合

作，助力企业解决一批技术难点、痛点。

引进人才外援，常态化解决企业难题

去年 5月，担任杭州泛亚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泛亚卫浴）企业“教授 CIO”后，浙江

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孙晖携研究生队伍深

入企业调研，及时就企业数字化改造整理出诊断

精准“对症开方”，研究生团队进驻车间

走 进 杭 州 元 创 新 型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元创新材料）的车间，可见生产线

上普遍安装了传感设施以及自动化设备等，

设备参数能实时采集到系统中，并在车间大

屏上展现。

“这有助于工人第一时间发现异常，杜绝

批量事故的发生，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

本。”元创新材料研发部主管黄立荣解释说，

在联合科技特派员开发的状态实时监测系统

中，可以通过产品系统内预埋传感器，监测产

品实际应用状态下的温度、湿度、形变等，可

以做到预防性维护，大大延长了产品的生命

周期。

根据桐庐县科技局统计，试点推行工业科

技特派员工作机制以来，“教授 CIO”已培训数

字化人才 60 余名，带动 4 家企业启动新一轮数

字化改造；指导县级项目立项 3 个，申报浙江省

领雁计划项目 4 个，拓展延伸服务非结对企业

22 家。

“试点‘教授 CIO’机制的初步设想是围绕

县域重点产业，推进企业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场

景应用研发。最终落脚点则是鼓励特派员与企

业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陈建龙表示。

《工作方案》中明确，“教授 CIO”绩效考评

由政校企三方分期联考；链入高校技术转移中心

成立工作专班；优化产学研合作政策，引导合作

方向。

“不 久 前 ，科 技 部、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印 发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科技

创新行动方案》，提出要完善市场化、社会化

科技特派员制度。”桐庐县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们将以服务绩效和企业需求为导向，

持续完善“教授 CIO”机制，适时出台工业科

技特派员项目领衔政策，进一步挖掘高校院

所科技人才，面向重点产业推进更多产学研

合作项目落地。

提升产品能级，优化产学研协同创新

教授教授CIOCIO组团进企业组团进企业
浙江桐庐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足浙江桐庐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足

浙江桐庐县科技局联合浙

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组建了

一支工业科技特派员队伍，实

施“教授 CIO”结对助企行动，

尝试以科技特派员“结对+组

团”的服务模式，构建以科技特

派员为先导、高校院所为依托

的专家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

报告。

他在报告中建议，对员工的培训可和企业的

数字化改造技术攻关相结合，基于具体数字化改

造项目，培养一批属于自己的蓝领工程师。此

外，孙晖还对抛光自动化、MES 制造执行系统开

发等提出了建议。3 个月后，孙晖团队就泛亚卫

浴基于智能管理（MES）系统的数字化车间优化

给出了项目计划书。

“孙老师从基础培训入手，在公司开设了工

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等内容的培训课程，实训企

业数字化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 30余人。”泛亚卫

浴相关负责人表示。

陈 建 龙 表 示 ，“ 教 授 CIO”通 过 与 企 业 对

接，对企业生产流程、物流布局、设备种类、精

益管理等开展全面调研分析，梳理具体技术

难点后，及时出具针对性诊断建议或者计划

书，确保后续数字化改造工作有条不紊、有的

放矢。

他告诉记者，“教授 CIO”的服务方式，既

有单兵作战也有组团服务。部分“教授 CIO”

通过派遣研究生进驻车间，引导学生把毕业

论文写在企业现场，也探索了产教融合培养

模式。

对于杭州富利登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利登）而言，老厂区车间原有的生产线

布局使得生产效率较低，能源、人力、物料等资

源浪费较多；因此，新厂区有开展数字化车间

改造的需要。

浙江工业大学吴光华博士团队通过对现

场设备运行及物流情况的观测、调研，在全自

动生产线机器视觉、机械手及夹具适配技术、

模具开发管理系统开发等方面，对富利登提供

了改造方案。

“团队共有 3名研究生参与富利登的服务工

作，他们的毕业论文都是基于企业的一线问题，

其中一位同学的设计方案还获得企业内部评比

的一等奖。”吴光华说，目前团队正围绕富利登新

旧厂房的改造项目开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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