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要不断培养和选派更

多专业技术能力强的科技特派

员，深入田间地头生产一线，发

挥好科技特派员在党的“三农”

政策宣传、农业科技传播、科技

创新创业领头、乡村致富带头的

作用。让庄浪的山山水水开遍

“科技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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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典型派

◎本报记者 乔 地
通 讯 员 张 瑞

河南今年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总数达135个，科技特派员

们围绕各县主导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科技需求，从以服务

农业领域为主向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拓展，从生产环节向加

工、检测、流通、销售等全产业链延伸，实现了全省县域特色

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全覆盖。

◎本报记者 杨 仑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 讯 员 柳艳红

雄赳赳，气昂昂，奔赴乡村振兴主战场！在

近日公布的“2022 年度河南省科技特派员选派

名单”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小麦专家、河南

省农科院研究员许为钢赫然在列。

为满足乡村振兴对科技的新需求，在河南

本年度选派的科技特派员中，像许为钢这样的

大专家并不少见，河南科技特派员队伍已形成

了一支由院士和中原学者参与、相关领域技术

带头人为骨干、中青年专家为根基、乡土适用

人才组成的强大队伍。同时，河南还将省、市、

县三级资助的个人科技特派员及团队纳入河

南省科技特派员队伍统一管理，提高科技特派

员站位，增强其荣誉感、责任感，推动更多的科

技人才到一线服务。

河南省科技厅负责人介绍，河南今年选派的

科技特派员，不仅层次高，而且队伍扩编，全省的

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总数达 135个，其中省派服务

团数量从 57个增加到 61个。科技特派员们围绕

各县主导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科技需求，从以

服务农业领域为主向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拓展，

从生产环节向加工、检测、流通、销售等全产业链

延伸，实现了全省县域特色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

团全覆盖，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院士啊！那么大的科学家，看上去与咱农

民也没啥区别啊！”“没啥区别？你有恁高的个

子、恁白的头发、恁结实的身体吗？”田野里，人群

中暴发出一阵笑声。

雨水过后，中原大地冬小麦陆续返青，迎

来生长的关键期。刚刚从北京参加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许为钢院士，带领小麦专家团

队，辗转商丘、南阳、周口、驻马店等小麦产区，

查看苗情，指导生产，并在郸城县着手建设小

麦新品种和栽培技术试验示范基地，推动小麦

全产业链发展。年过花甲的他，高大、魁梧，顶

着满头白发在绿油油的麦田里调研、劳作，俨

然一道风景。

4 月的兰考，树木刚刚发芽，蜜瓜大棚内已

是藤叶碧绿，生机盎然。兰考蜜瓜产业，缘起河

南省蜜瓜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常高正研

究员带去的一袋蜜瓜种子。就是这袋种子，如今

在兰考已发展成为特色支柱产业。覆盖 10余个

乡镇的大棚蜜瓜产业，种植面积达到 4 万余亩，

拥有 2万多座大棚，年产值 6.5亿元。

类似这样的大院士、大教授，在河南省科技

特派员中数不胜数。李秀珍是一位美女教授，她

随身携带的挎包里，装的不是化妆品，而是果树

修剪、嫁接工具。果树修剪季节，看哪个果枝不

顺眼，掏出剪子就剪。她服务的 10 余个市县的

果农，常常这样互相开玩笑：“再捣蛋，让李教授

的剪子剪你一下就好了。”

郑作运研究员每年在蚕坡、蚕房一线跋涉不

少于 260天。蚕区农民见到他，就像见到自家亲

戚。他也是走到哪里干到哪里，被蚕农誉为“科

技领路人”。

正是这样一批科技特派员的躬身服务，让起

步于 2007 年的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如今在

中原大地催生出了兰考蜜瓜、宁陵酥梨、息县息

半夏、卢氏食用菌、郸城薯业、光山油茶等一大批

特色优势产业。

农田里来了大院士

位于豫西山区的卢氏县是香菇传统产区，近

年来品种退化，标准化程度低，价格急剧下降。

对此，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引进示范香菇新品种

50 多个，创建了集中制棒分散出菇生产模式、香

菇周年鲜销模式、国内养菌国外出菇模式，制定

了采摘分级新标准，推动了香菇管理技术及产品

质量大幅提升。目前，该县食用菌综合产值达到

36亿元，出口创汇 18.8亿元。

卢氏县香菇产业的成功与河南省科技厅强

化资源统筹，做到“五个一”分不开。河南省科技

厅在每一个脱贫县，都组建一个产业科技特派员

服务团、组建一个科技特派员服务队、实施一个

科技项目、建设一个科普传播基地、设立一个科

技特派员工作站，进行细致全面的科技服务。

瞄准瓶颈精准服务
过去，科技特派员大多是大学里的教授、科

研院所里的专家。现在，一部分农民、企业主在

科技特派员的培养下，也成了服务当地的科技特

派员，其中 7 万多人成长为基层技术骨干，成为

“永远不走的科技特派员”。

鲁山县辛集乡葡萄产业党总支书记张平洋，

研究制定了一套适应本地的葡萄标准化种植、数

字化管理、优质高效栽培实用技术，创立了“华豫

仙缘”葡萄品牌，使葡萄亩产值由 2000元提高到

1.5 万元。他被聘任为科技特派员后，时常带着

一块小黑板走村串户，看见有需求的果农，小黑

板一支就开讲，带动辛集乡 28个行政村、3500多

户村民发展葡萄种植 1.5万余亩。

在河南的科技特派员队伍中，有 970多人先

是科技特派员，后来又成为企业老板，两种身份

一肩挑，从做给农民看，到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

赚。他们被称为“创业类科技特派员”。

马长生起初作为科技特派员指导农民种

蔬菜，有人不服气地说：“说哩怪轻松，有本事

你自己干，看看咋样？”得益于河南里鼓励发

展创业类科技特派员，马长生创立了河南豫

艺种业公司。如今，他手机里有上百个技术

服务微信群，求教的人络绎不绝，再也没人说

怪话了。

科技特派员姜银霞与人合伙成立驻马店市

旭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领技术人员和创业导

师团队深入基层开展创业服务，为上蔡县 9个乡

镇提供农业产业发展项目 10 多个，帮助 12 个返

乡农民工和创业者成立了合作社或公司。

河南省科技厅负责人坦言，在乡村振兴大

潮中，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工作还有不少方面需

要加强。今年，他们将进一步引导科技特派员

到农村领办创办经济实体，或以科技成果和知

识产权入股、技术服务等形式，与服务对象结

成利益共同体，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费用

补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和配套奖补、“科

技贷”等科技政策优惠。优秀科技特派员申报

科技计划项目，实行绿色通道，并在职称评聘、

选拔任用、评优推先等方面予以倾斜；将科技

特派员工作纳入科技系统乡村振兴战略考核

指标，推动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物力、财力

投入到科技特派员工作中。

提智赋能振兴乡村

队伍扩编队伍扩编、“、“业务业务””领域拓展领域拓展
河南科特派要当乡村振兴科技领路人河南科特派要当乡村振兴科技领路人

吉林是粮食大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春耕工作，尤其是科技备春耕

工作不能放松。吉林省科技厅依托网络开设“云课堂”，组织科技特派员

为全省农户春耕提供全方位科技服务。

3月 22日至 31日，28名科技特派员和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技术

专家团队成员，紧急制作了包含 31 个专题的“2022 备春耕技术合集”，聚

焦农民备春耕生产实际需求，针对今年节气后延和气候变化趋势，对农作

物品种选择、栽培耕作、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技术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无法面对面，就在云端相见。科技特派员通过快手等短视频、直播，

发布“玉米秸秆直接还田技术模式概述”“吉林省玉米品种选择注意事项”

“水稻品种选择”等 9个培训专题，为农户送上急需的技术知识。

吉林省科技厅还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省科协、吉林农业大学，围绕“战

疫备春耕 科技促振兴”主题，组织 10余名专家依托“云上智农”“吉农云”

等网络平台，开展“水稻延迟育苗技术”“玉米高产栽培注意的问题及保全

苗技术”“大豆春播前的物质准备”3个专题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指导农

户选购好种子肥料，科学做好育苗、整地及播种工作。

目前，吉林已动员全省各地 50余个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技术专

家组、400余名科技特派员，采取网络咨询、点对点答疑、一对一服务、“按

需点餐”等方式，全面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技服务。

据了解，科技特派员“2022备春耕技术培训”“战疫备春耕 科技促振

兴”等主题培训直播点击量已达 60余万人次。

“云课堂”上显身手

科特派唱响科技备耕主旋律

科技日报讯（记者颉满斌）为积极落实甘肃省渭南市白水县、定西市

通渭县、白银市靖远县等县和陇南市武都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

技特派团工作，近日，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河西综合试验站召开会

议，线上交流了科技特派团工作思路和帮扶计划。

据了解，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河西综合试验站有 7 人是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成员，其中科技特派团团长 1人，产业组长

3 人，对接帮扶县 9 个，涉及中药材品种 20 多种。河西站围绕“三覆盖两

促进四提升和五大任务”要求，根据各帮扶县产业现状和技术需求，认真

做好 3年规划，同时针对各县对中药材产业技术需求所涉及的品种、绿色

生产技术、精深加工、机械等方面的技术瓶颈，积极协调开展技术攻关，与

各对接帮扶县政府和农牧部门紧密协作，积极为企业和种植户提供科技

服务。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选派科技特派团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

意义重大，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河西综合试验站依托单位甘肃省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院，强化组织领导、全方位统筹协调，周密部署、主动承

接、主动作为，确保科技特派团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对接帮扶县提供科技服务

中药材技术体系河西站有思路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眼下，正值大棚油桃生长的关键时期，山

东省冠县崇文街道的科技特派员深入村庄一线，“一对一”“N 对一”面对

面指导果农科学管理大棚油桃，防范“倒春寒”和病虫害带来的不利影响，

保证油桃果品质量。

崇文街道充分发挥党支部的示范带动作用，由 35 个网格支部牵头，

成立了 35支由大学生和“土专家”组成的科技特派员队伍，为培育壮大新

型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挥重要

作用。

防范“倒春寒”侵害油桃

35支科特派队伍走进山东大棚

山东省冠县崇文街道科技特派员崔一特（右一）、赵娇娇（左二）
察看油桃生长状况，指导果农进行科学种植。 唐明强摄

3月 31日，科技日报记者从甘肃省平凉市庄

浪县科技局了解到，围绕全县重点发展的苹果、马

铃薯、中药材等支柱产业，该局组织全县科技人

才，在助力产业发展上狠下功夫，以科技特派员、

“三区”人才为主力，围绕重点产业链全方位开展

科技服务和技术指导，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阳春三月，走进被誉为“梯田王国”的庄浪

县，万亩苹果标准化示范区内、千亩马铃薯示范

基地上、千亩中药材示范区里，农业科技专家们

正组织村民播种施肥、拉枝修剪，田地里生机勃

勃，焕然一新。

乡村振兴的助农先锋

马强强是庄浪县聘任的科技特派员，针对庄

浪县马铃薯产业面积不断扩大，脱毒种薯需求量

逐年急剧上升的趋势，2016—2017 年，马强强从

国际马铃薯亚太中心引进了国内最先进的脱毒

马铃薯微型薯“雾培法”生产技术，解决了马铃薯

原原种生产中的瓶颈问题。“与传统基质栽技术

式相比，平均单株结薯数提高了 30—40倍，实现

了微型薯自动化、工厂化、标准化的生产目标。”

马强强告诉记者。

该项技术解决了脱毒种薯繁育环节多、周期

长、难度大、成本高、效率低的难题，年生产脱毒

种薯苗能力达到 800万株，全面提升了庄浪县马

铃薯产业效益，并辐射到全省，开创了甘肃省“雾

培法”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的新局面。

走遍田间的果树专家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王选强

是庄浪县积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另一个缩

影。2019 年，他被庄浪县科技局聘任为科技特

派员的，3 年间，王选强深入全县 14 个乡镇 235

个村社，积极给果农送经传宝，成了广大果农口

中的“果秀才”和“王专家”。

从选择果树品种，整理土地，搭建遮阳网，田

间管理……每一个技术环节，王选强都给果农们

细心讲解，遇到不容易说清的问题，他挽起裤脚、

操起锄头就下地示范。在果园管理中，他探索出

了“一年定杆、二年重剪、三年以拉代剪、四年全

园严管、五年丰产”的苹果园管理规程和“由斤果

管理向单果管护转变”的技术规程。在老果园

中，他推广了“落头、提干、疏枝、间伐”的瘦身缩

冠“返老还童”技术，让老果园焕发了新生。

近年来，王选强作为县聘科技特派员，举办

各类技术培训 60多期，发放技术资料 20余万份，

培训农民达 20万人次，推广新技术 10多项，形成

了乡有示范园、村有示范点、社有示范户、户有技

术明白人的苹果产业发展格局，农民依靠苹果产

业实现了稳定脱贫奔小康。

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平凉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中级农艺师朱敏作

为服务庄浪县的首批“三区”人才、科技特派员，

先后被派驻到平凉市赵墩乡梨湾村、柳梁镇河湾

村、岳堡镇蔡家村驻点多年，开启了她与农业科

技的“不解之缘”。

2021 年，在岳堡镇蔡家村驻点期间，朱敏先

后开展了以全膜玉米双垄沟播技术、马铃薯全膜

垄作侧播技术和果园田间管理技术为主的技术

培训 15场 8000人次。她组织带领农民推广全膜

马铃薯种植 1912 亩，全膜玉米 831 亩，大蒜 133

亩。引进玉米、马铃薯新品种 2 个，推广以全膜

玉米双垄沟播技术、马铃薯全膜垄作侧播技术和

果园田间管理技术为主的 3项技术，她还积极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了多项可推广的实用

农业。

朱敏以精湛的农业技术推广和高质量的科

技服务水平，成为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的“领头羊”。

“‘十四五’时期，围绕九大产业链，我们将

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壮大科技资源，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庄浪县科技局局长赵翔

告诉记者。

未来要不断培养和选派更多专业技术能力

强、科学素质高的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生

产一线，发挥好科技特派员在党的“三农”政策宣

传、农业科技传播、科技创新创业领头、乡村致富

带头的作用。赵翔说：“要让庄浪的山山水水开

遍‘科技之花’。”

他们让“科技之花”开遍“梯田王国”

在河南南阳在河南南阳，，科技服务团专家指导农民用无人机给小麦喷洒农药科技服务团专家指导农民用无人机给小麦喷洒农药。。 杜鑫杜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乔地乔地摄摄

围绕洛阳特色主导产业需求，河南省组建的

伊川谷子、宜阳食用菌、汝阳甘薯、嵩县中药材、

栾川核桃、洛宁苹果等 6 个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支持洛阳发展“一沟一产业、一域一特色”的“沟

域经济”，让沟壑纵横的万年荒山变成风景独好

的金山银山。

信 阳 市 潢 川 县 整 合 省 市 县 科 技 特 派 员

131 名，组建县级科技特派员服务队，示范推

广 新 技 术 新 成 果 73 项 ，解 决 了 精 品 花 木 、稻

渔综合种养、糯米粉深加工等产业发展的技

术难题。

河南产业发展的瓶颈和技术难题得以及

时发现与解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河南实行的

科技特派员“双团长制”。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团长由派出单位与受援县领导共同担任。受

援县的团长主要负责凝练本地产业发展和科

技需求，派出单位的团长牵头集成人才、技术，

提供精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