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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选派

18名科技特派员，奔跑在田间

地头生产一线，为农民提供科技

帮扶，助力农民增收。一年来，

他们累计开展生猪、土鸡、蔬菜、

核桃等技术培训 83次，培训人

数 2400人次，帮助解决具体技

术问题150个。

资讯台

典型派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地方高校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重要

抓手。我们依托学科和专业优势，积极协助创新主体开展研

发活动、加速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提供科技创新管理等服

务，打造出具有“特派”属性、“科技”属性、“服务”属性的新型

科技特派员队伍。

胡永琪
河北科技大学副校长

◎实习记者 陈汝健 通讯员 王 辉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罗洪焱 陈 科

去年以来，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选派18名科

技特派员，奔走在田间地头生产一线，为农民提供

科技帮扶，助力农民增收。一年来，他们累计开展

生猪、土鸡、蔬菜、核桃等技术培训83次，培训人数

2400人次，帮助解决具体技术问题150个，引进水

稻宜香优、广丰核桃、胭脂脆桃等新品种5个……

4 月的昭化，春山浅黛，时晴时雨，在这片肥

沃的土地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场景，

机器轰鸣，农民散布，在一个个弯腰与起身的间

隙中，播种下一年的希望。在这里，科技特派员

们正对种植户们进行着一场实地技术指导。

结合实际提供农民期盼
的技术

“要想今年有个好收成，播种育苗是第一

关。”人勤春来早，四月农事忙，连日不断的阴雨

天气，时刻牵动着广元市昭化区农业农村局高级

工程师、市级科技特派员徐国刚的心。

“这几天雨水较多，旱秧一定要覆好膜，不能

让其长期淋雨，秧苗水分过重的话，一旦气温升

高，就容易造成烧苗和稻瘟病的发生。”来到定点

联系的磨滩镇中华村，徐国刚辗转在村集体专合

社的育秧田，联系村里的种植大户之间，耐心地

向村民讲解育秧的技术和注意事项。

中华村位于平均海拔 950米的高山区，全村

共有耕地 2420 亩。作为广元市科技特派员，几

年来，徐国刚先后深入射箭镇晒金村，磨滩镇磨

滩村、中华村数百天，扎实深入开展科技帮扶工

作。针对山区稻田相对分散、海拔高、水温低等

特点，徐国刚对山区稻渔环境条件、稻渔设施、优

质水稻栽培、稻田水产养殖、产品质量等方面进

行了技术规范，在技术标准上进行了多项创新，

率先在国内发布《山区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省级、市级地方标准。通过他的示范引领和技术

服务，推动了先进适用技术和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有效解决了产业上的技术难题，为该区产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成绩不算啥，真正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才是

我最高兴的地方。”徐国刚笑着说。

稻渔综合种养实现稳粮
增收

这几年，在广元市磨滩镇中华村，一项农业

新技术正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用

了稻田养鱼的新技术，同样一块水田，竟然能有

两样收获，不仅稻谷的收成好，稻田里的鱼儿也

长得好。

作为一名基层渔业技术推广干部，徐国刚

2016年以来大力推广山区稻渔综合种养。每逢鱼

种下田后，他总是深入田间现场进行指导，严格按

照山区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程，加强日常管理，精

心投喂全价配合饲料，科学防治病害，通过以渔促

稻，以稻兴渔，全面提升稻谷和水产品品质。

徐国刚说，稻渔综合种养是根据生态循环农业

和生态经济学原理，将水稻种植和水产养殖技术、

农艺与农机有机结合，生产方式由粗放向绿色高效

转变。“它在水稻稳产的前提下，能够大幅度提高稻

田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实现‘稳粮增收、稻渔互促、

绿色生态’，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国家的

‘米袋子’，又鼓了农民的‘钱袋子’。”他说。

“原来种粮效益低，一亩田挣不到 1000 元。

自从稻田里养起了生态鱼，我们的米也变成了生

态米，收入直接翻了翻。现在田里既收米还收

鱼，一亩田收入可以达到 3000 多元。”村民白如

平说，新模式让人们有了技术和收入的“双保

障”，大家伙儿发展产业的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目前，山区稻渔综合种养已在昭化区脱贫攻

坚精准扶贫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成为昭化区农业

“5+3”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去年，昭化区推广山

区稻渔种养 2.5万余亩，成功实现“亩产 900斤优

质稻，200斤生态鱼”，优质稻谷售价达到 4元/公

斤，亩均收入达到 3400元以上，实现了一季田收

益反超二季田。

“有什么不懂的就向科技特派员取经！”在如

今的四川广元昭化区，这样的念头正深入人心。

村民白如平说，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兴农，科技特

派员走进了乡亲们的心里，让大家尝到了科技的

甜头，“不光腰包鼓了起来、脑袋也富了起来。”

因地制宜推广种养技术
四川科特派让村民“一田双收”

谷雨时节农事忙，春耕画卷正展开。谷雨节气后，农民们抢抓时机，

对农作物进行施肥、播种、盖膜。蓝天、白云、黑土地，构成一幅美丽的春

耕画。

4月 27日，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侯营镇曲庄村村北的地头上，科

技特派员胥广银正在指导农机手褚纪燕掌握好播种的深浅度。“今年耕地

要浅播，三四厘米深即可，太深了小麦出苗后会出现苗弱情况，不利于后

期分蘖。”68 岁的胥广银常年开着科技服务电动车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

户科普种植技术。

当晚，他又来到沙镇镇朱楼村为村民讲解大蒜和小麦种植注意事

项。“除了小麦，东昌府区也是大蒜产区。今年雨水偏多，犁地深翻完后要

晾墒，晾个四五天才能播种。而种植大蒜要根据土壤墒情，可能还需要浇

水才能保证出芽率。”胥广银讲课深入浅出，台下种植户们听得格外认真。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在抓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东昌府区各

乡镇街道的农民也在不误农时为春耕生产忙碌。

在侯营镇富民新村村民徐培星的大蒜种植地里，工人们正在忙着栽

种一棵棵辣椒苗。4 月初，胥广银和村委会书记徐刚然讨论如何使土地

发挥更大价值、使农民获得更高收益时，得知徐培星有将辣椒和大蒜结合

种植的想法，于是，徐刚然和胥广银决定协助徐培星探索种植新模式。胥

广银表示，根据蔬菜的生长发育规律，大蒜和辣椒交错种植的模式，既可

以保证大蒜的收益，也能保障土地利用率。

通过胥广银的指导，徐培星培育并试种了第一批辣椒苗。“再过十几

天，就到了抽蒜薹的时候，等到大蒜收获完，辣椒苗也扎住根了；等到辣椒

收获，新的一茬大蒜又已经种下了。这种种植模式在我们村是第一次，如

果今年大蒜套种辣椒种植的模式能成功的话，我们将带动村里的蒜农参

与套种，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徐刚然说。

当前，在胥广银的技术支持下，侯营镇正在多措并举提高生产效率，

让村民增加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春耕时节

他助村民探索高收益种植模式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4 月 19 日至 4 月 22 日，科技部农村中心

联合中国食用菌协会，举办了全国食用菌产业骨干科技特派员专题线

上培训班，这是面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员举办的首场

培训活动。

此次培训班由福建省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学院、福建省南平市科技局、

陕西省柞水县人民政府、科技部第一届科技帮扶团柞水执行团联合承办，

来自内蒙古、江西、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等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科技部定点帮扶县的 300多名食用菌产业骨

干科技特派员在线参训。

科技部农村中心副主任陈成表示，广大科技特派员要充分认识科技

特派员的职责、使命，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履职尽责和担当作为的能力，努

力成为党的“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

头羊、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秉持科技为民、服务“三农”的初心，弘扬一

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匠心，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不断为脱贫地区的

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据悉，学员们在为期 4 天的培训中，通过听取专家“云授课”、跟随讲

解员“云考察”食用菌产业基地、观看“大美科技特派员”微视频、与优秀科

技特派员“云分享”、学员之间“云讨论”等形式，认真学习了“三农”政策和

科技特派员制度，了解了食用菌产业的最新科技成果，交流了科技特派员

工作方法与实践案例，提升了服务重点帮扶县食用菌产业创新发展的本

领和能力。

学员们纷纷表示，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重要时期，聚焦乡村特色产业举办高水平的培训非常及时，通过学政

策、学技术、学方法，不仅加深了对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理解和认识，更开阔

了科技创新创业的眼界和思路，坚定了履行好科技特派员使命职责的决

心和信心。

食用菌产业培训线上开课

辐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特派

4月 23日，科技日报记者来到河北石家庄辰

宙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看到一

排排机床正在生产着机器人部件。该公司新研

发的地面移动机器人集群定位与规划技术获得

了石家庄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运用此项新

技术开发的新款产品提高了企业销售额。而这

些成果离不开河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科技特派员杨光。

2020年12月，杨光成为对口派驻企业的科技

特派员。当时，企业在专业技术人才和关键技术

攻关方面遇到了诸多难题。“关键技术解决不了，

产品稳定性就很差，产品结构也不合理。”石家庄

辰宙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惠斌介绍说。

在结对帮扶后，杨光教授深入企业车间，带

领企业技术人员分析技术发展与任务应用中存

在的难题。这位科特派提出了移动机器人集群

思路，对地面移动机器人底盘机械系统、定位导

航系统、集群通讯系统以及电控系统进行了全面

优化，还成功解决了不同个体传感器的数据获

取、分析、融合技术等难题。杨光帮助企业攻克

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后，机器人对外界环境的适应

性提高了，稳定性增强了。“做好科技特派员工

作，帮助企业攻克关键技术是第一步，为企业扭

亏为盈是第二步，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是第三

步。”杨光说。

如何让科技特派员有效推动企业创新发

展？对此，河北科技大学制定了《河北科技大学

科技特派员工作指引》，对科特派的工作任务、考

核评价和经费支出分别做出相应规定，引导科技

特派员多模式、广渠道服务于派驻企业，并成立

了“特派员工作室”。

“在选派科技特派员进企派驻帮扶的八个年

头里，我们发挥学科优势，选派优秀教师到急需

技术支持的企业中去，着力解决企业科技创新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河北科技大学校长朱立光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不仅促进了高校

教师专业化发展，还促进了教学、科研与社会服

务的紧密结合。

自 2014 年以来，河北科技大学选派了 10 批

次 335 名科技特派员深入企业开展科技帮扶。

为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该校从化工、材

料等院系选派 172 名优秀教师深入省内急需人

才和技术的企业中，开展技术引导、科技扶持

和技术人员培训，通过专利许可、技术转让和

技术入股等方式为企业解决了诸多关键技术

难题，同时还促进了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

创新机制，为科特派进企业铺桥架路

“进企驻派帮扶活动为我们企业持续发展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科技活力。”受益于科技特派员

服务的河北华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冯秀

强说，河北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段

二红带领团队为企业解决了高品质氨基酸中晶

型大小和晶型结晶控制技术难点，并完成了结晶

过程的自动化控制。他们还采用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技术设计解决了废气和废水的清洁回收和

达标治理难题，实现了废气和废水污染物的节能

低碳处理。

同样受益于科技特派员服务的河北富格

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岳振路说，以河北科技大

学有关技术为支撑建立的河北省口服降糖药

省级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2021 年通过验收，河北

科技大学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教授张勇带领

企业研发部科研人员筛选出瑞格列奈、伏格列

波糖等与现有抗糖尿病治疗优势领域相符的

品种进行重点研发攻关。同时，企业也为学校

实践教学提供了平台，7 年来接纳近两千名学

生生产实习。

在河北，科技特派员制度还进一步促进了

科研成果转化。近日，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

学院副教授张维帮助河北宁纺集团公司筹建

了“河北应急防护面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河

北省绿色纺织技术创新中心”科技创新平台，

完成了医用防护面料清洁生产关键技术的研

创新技术，为企业创新注入科技活力
科技特派员制度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架起桥

梁，为学科创新发展增添新动能。“我们发挥学科

专业优势，组织了 22名教师担任企业科特派，在

科技成果转化和参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锻炼了

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河

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学院院长王英泽介绍说，

以问题为导向的科技攻关模式，不仅提升了教师

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中的创新能

力，还提升了企业科技攻关能力、扩大了学科社

会影响力。

进企派驻帮扶活动提升了教师发现、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不仅要找到企业的

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与教育教学之间契合点，更

要通过实践提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水平。”段二红说，进企派驻

帮扶提高了自己教书育人的责任感，自己将以严

谨治学的态度培养出更多具有高度职业精神和

工程伦理的应用型人才。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地方高校产教融合、科教

融合的重要抓手。“我们依托学科和专业优势，积

极协助创新主体开展研发活动、加速技术推广和

成果转化、提供科技创新管理等服务，打造出具

有‘特派’属性、‘科技’属性、‘服务’属性的新型

科技特派员队伍。”河北科技大学副校长胡永琪

告诉记者。

胡永琪还表示，今后，希望有关部门能围

绕校企科研需求搭建更多的对接平台，建立开

放式信息共享机制，通过科技特派员工作室来

提高学校与企业的对接效率。同时，完善校企

共建研发平台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提高科技

产品的研发效率。科学制定相应机制，激发科

技特派员工作积极性，以及将学生的培养、实

习融入企业实践中去，真正做到学、研、用有机

结合。

创新模式，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通通道

教授进企业当科特派教授进企业当科特派
河北探索产学研合作新路河北探索产学研合作新路

发与产业化。

河北科技大学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教授张

越与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公司开展了“茶碱

重结晶新工艺”和“还原工艺优化”项目合作，确

定了国外药典未能识别出的 ppm 级淡绿色未知

杂质，新工艺在不改变原生产设备情况下，实现

了茶碱中 ppm 级淡绿色未知杂质的脱除，同时

在还原工艺中采用了新型负载催化剂，有效提高

了茶碱产品质量。

河北科技大学理学院教授周长杰帮助石家

庄仁脉检测技术服务公司完成了“LDAR 检测数

据管理系统”和“第三方检测实验室业务流程管

理系统”的设计与优化，现已上线使用，起到了提

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作用。

河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学院教师王勇与

河北睿智生物科技公司从底物和催化领域入手

协同进行了开放体系下秸秆纤维质向 L-乳酸的

高效转化研究，结合秸秆纤维质混合水解预处理

工艺实现了开放式同步糖化发酵对秸秆纤维质

的完全利用。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侯营镇的农户们正在管理大棚茄子秧苗。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