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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资讯台

典型派

广西制定出台有关乡村科

技特派员管理的办法，启动实

施科技特派员下乡工程，通过

强化拓宽选派渠道、强化精准

服务、强化支持保障、强化激励

奖励，不断优化完善科技特派

员制度，让科技特派员在广阔

天地中大显身手。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郜 雪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焦龙春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林业技术服务中心高

级林业工程师赵顺山没有想到，自 2002 年被选

派为科技特派员以来，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干了

整整 20年。

跟赵顺山一样、最早的一批科技特派员，全

宁夏只有 150名，来自 4个县。如今，这支队伍发

展到 3826 人，实现了 5市 22县区乡镇“全覆盖”，

其中法人科技特派员 2081家，占比达 54.4%。

从农技“高人”和农村“能人”中培养成长

起来的科技特派员，每年转化科技成果超过

200 项 ，培 育 科 技 示 范 户 1 万 户 ，服 务 7 万 农

户 ，培 训 农 民 12 万 人 次 ；法 人 科 技 特 派 员 为

社会提供长期就业岗位 2.7 万个，雇佣工人 10

万余人次。

田野作考场，岁月为考官。从银川平原到黄

土高原，宁夏科特派交出漂亮答卷。

十多年前，沙坡头区东边搬迁来一个生态移

民村。面对陌生的家园，移民们有些不知所措，

对于政府提出“搬得来、稳得住、能致富”的宣传

口号，更是茫然。

这时，村里来了一位干部。他给移民耐心讲

解党的政策，走家串户规划庭院经济，手把手传

授果树栽培技术。渐渐地，移民坚定了建设新家

园的信心。这位干部就是果树专家赵顺山。

多年来，赵顺山一直扎根基层。他还专门成立

了中卫市众邦林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培

训示范，使果树成为农户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2002 年，宁夏在学习借鉴“南平经验”的基

础上，启动实施了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在自治

区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一批敢闯敢干、勇

于创新的科技人员深入农村，在实现自我创业发

展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成功打造了服务

“三农”的科特派品牌。

科技部先后两次在宁夏召开全国科技特派

员工作现场会，树立了“南有福建、北有宁夏”的

典型。

“我们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科技创业带动科技

服务，20年来一直初心未改。”宁夏科技特派员创

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杨勇军说，简言之，就是引导

支持科技特派员带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围绕全

产业链开展创新创业服务；依托种养殖大户、家庭

农场等经营主体，培育和推进“互联网+”农业等新

业态，助力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

步入新时代，宁夏再次为科技特派员工作注

入新的血液。

走进 27 个遍布各市县区的科技特派员企

业，会看到“科技使者特派员 星罗棋布领头雁”

的醒目大字。“党建+科技特派员+服务三农”的

工作模式，便是他们去年新的探索。

吴忠市红寺堡区的宁夏罗山酒庄有限公司，

创新开展“葡萄园中党旗红”专项活动，联合福建

挂职干部搭建了“闽宁合作党建共建示范基地”，

在福建省建立专卖店 10 余家，使罗山葡萄酒顺

利打入当地市场。

依托这些党建联系点，宁夏区、市、县三级科

技管理部门借助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推动科技特

派员积极履行“党的‘三农’政策宣传队”职责，也

为自身发展拓出了新路。

不改初心，突出创新与创业引领

一项制度如何永葆青春，释放活力？宁夏在

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进程中，尤其注重利

益共同体的结成。

最开始，自治区坚持政策引导、项目带动、金

融推动，激励科技特派员将技术、人才、资金、管

理等要素注入“三农”发展过程，通过科技服务与

经营管理获得合法收益，形成与农民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

强化合作，注重结成利益共同体

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是宁夏科技特

派员的重要任务。

“健全完善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是

科 技 特 派 员 为 农 民 群 众 提 供 服 务 的 重 要 基

础。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围绕‘三农’科技服务

需求，加快构建公益性与经营性相促进、专项

服务与综合服务相配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相 结 合 的 新 型 农 业 社 会 化 科 技 服 务 体 系 。”

2020 年 8 月 26 日，在全区科技特派员工作现场

观摩交流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吴秀章

的话掷地有声。

科技管理部门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科技需求，积极助推新型农

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引导科技特派员开展综合性服务，网格化服

务模式在全区推进；组建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站

66 个，实现技术、信息、金融和产业联动发展。

从“技术服务型”“示范带动型”到“产业集聚型”

“三产融合型”“党建引领型”等，十个多元化创业

服务模式春色满园。

在优化政策环境的同时，财政投入和项目带

动无疑是最给力的“杠杆”。

自治区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从 2003 年的

400万元增长到目前的 3000万元，近年来每年都

能吸引撬动各类社会资本近 3亿元，有效支持了

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2021年，全区 354个项目

支持科技特派员围绕重点优势产业开展试验示

范、技术指导，参与科技特派员项目实施的农民

收入，比上年度该地区农民平均收入增加了

16%。

强点、延线、扩面，多维发力，多头开花。

“ 我 们 聚 焦 自 治 区 百 万 移 民 致 富 提 升 行

动，通过科技特派员项目和‘三区’科技人才

计划选派科技特派员开展公益性技术服务和

成 果 推 广 ，实 现 了 对 全 区 1000 人 以 上 的 261

个移民安置村服务全覆盖。”杨勇军介绍，其

中，红寺堡区专门被纳入“网格化服务站点建

设”和“打造‘一村一品’科技示范县建设”重

点工作计划，以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

提升示范区。

新时代呼吁新作为。未来，宁夏将立足实

际打造一支爱农村、有技术、带不走的科技人

才队伍，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作出新

的贡献。

搭建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服务

从平原到高原从平原到高原
宁夏科特派交出漂亮答卷宁夏科特派交出漂亮答卷

广大科技特派员重点围绕优质粮食、草畜、

瓜菜、枸杞、葡萄等县域特色优势产业，主动拓宽

服务领域，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

赚。56 家创新联合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

发芽生长。

每 天 早 晨 ，宁 夏 聚 百 农 农 业 种 植 专 业 合

作社联合社的大棚里人头攒动，打工的村民

每个月都能在这里领到 3000 多元收入。更多

人则加入到种植队伍。承包了 4 栋温棚种植

小吊瓜的村民于小红，近几年每年收入都在

10 万元以上。

这家合作社联合社是由王金燕、汪洋等 12

位科技特派员组成的，自 2019 年 4 月成立以来，

已逐步形成具有“一二三产业+服务+农旅”功能

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格局。

更大的协作，在省际之间；更高的设计，在国

家层面。

借着东西部合作的“东风”，宁夏实施鲁宁科

技合作智力援助项目，举办绿色食品产业科技培

训与对接活动等，助推产业发展；福建选派 60多

名科技特派员扎根宁夏，推动固原市“四个一”林

草产业发展，在石嘴山市建设菌草科技创新产业

园，续写“山海情深”。

3 月 16 日，科技部召开向 160 个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选派科技特派团的工作会。紧接

着，宁夏科技厅以视频会议方式，对 5 个县区相

关工作进行推进。

固原市原州区科技特派团马铃薯产业组组

长郭志乾，已经深入种薯繁育基地对农户进行指

导。他表示将不辱使命，进一步提高马铃薯产业

“芯片”制造水平。

“通过发展法人科技特派员、大手拉小手‘六

统一’服务模式、组建创新联合体和农业社会化

科技服务站、选派科技特派团等形式，科技特派

员创新创业服务从‘单兵作战’向‘组团式服务’

转变，自然人科技特派员学科单一、覆盖面不广

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破解。”宁夏科技厅二级巡视

员徐万仁说。

5 月初，正值农业生产旺季。湖北黄石大冶市在全面推进创新型县

市建设过程中，注重创新体系布局与建设。大冶市科技局为加强对全市

果蔬、茶叶、香菇等基地的建设管护，帮助农民提升农业生产技术，组织科

技特派员马辉汶、周观典、周治国等人，深入茗山乡均畈、西洪、杨桥等 10

个村的黄桃、柑橘、翠冠梨、樱桃、桑葚、茶叶产业基地开展科技下乡服务。

正在争创创新型乡镇的茗山乡，也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围绕主导产业

扎实开展了科技特派员服务的工作。科技特派员们把田间地头当作实践

课堂，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地对农民进行果苗、茶苗的修剪、锄草、培土、施

肥、抗旱等技术指导，并手把手进行示范，帮助 20多位乡村管理员提高专

业技术水平。

大冶为大力推进芳香（中药材）、茶叶、果蔬、桑蚕、香菇等农业产业建

设发展，成立了产业链工作专班，实行乡、村、技术员、管理员四级包保机

制，科技特派员是工作专班的重要组成部分。

茗山乡作为大冶重要的产粮区域和农业生产基地，也是科技特派员

重点服务的乡镇。科技特派员发挥各自的专业技术特长，积极配合茗山

乡产业发展进行针对性的服务。

在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指导下，目前，茗山乡共种植芳香（中药材）8000

余亩、果蔬 5000余亩、茶叶 645亩、桑蚕 1500亩、香菇 220亩，带动了“乡村

产业+旅游”的蓬勃发展，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科特派五月下乡忙

田间地头“描绘”乡村振兴美景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5月 6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内蒙古农

牧业科学院、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联合主办，内蒙古女科技工作者协会

承办的“北疆巾帼心向党 携手喜迎二十大”巾帼科技服务走基层活动在

呼和浩特市启动。据悉，参加巾帼科技服务走基层活动的人员都是科技

特派员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

根据巾帼科技服务走基层活动安排，今年内蒙古将通过专题讲座、线

上服务、入户、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等形式，组织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中

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身兼科技特派员的女科学家和女科技工作者，充分

发挥科技特派员作用，据了解，在自治区 12 个盟市开展基层服务活动。

巾帼科技服务走基层活动年选派专家和科技人员将不少于 100 人次，入

户指导不少于 300人次，服务基层妇女 5000人次以上。

启动仪式上，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中国农科院

草原研究所三方共同签署了《“巾帼科技服务走基层（农牧业）”活动协

议》，并举行了向活动承办单位和科特派专家团队授旗和颁发聘书仪式。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席王芳表示，巾帼科技服务走基层活动是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兴蒙”行动和“科技创新巾帼行动”的重要实践，是内蒙古自治

区妇联整合资源、搭建平台服务女科技工作者，引领女科技工作者、女科

技特派员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

自治区妇联希望全区广大女科技工作者以活动为契机，发挥科技特

派员作用，争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深入基层的服务员和创新思想

的引领者；希望各级妇联组织支持广大女科技人员、女科技特派员在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中建功立业。

启动仪式后，首批走基层活动专家团队即为绿联种植合作社的女性

专业户开展了专题培训和技术指导服务，其他专家团队也将陆续启动走

基层服务工作。

内蒙古巾帼科特派走基层

提供入户指导不少于300人次

这段时间，广西靖西市安德镇三南村的百香

果进入伸蔓阶段，一片片嫩芽顺着一根根整齐的

小竹竿往上攀爬。预计立秋时分，三南村将飘满

黄金百香果的香味。

“家里现在种植了 29亩百香果，预计今年收

入有 60万元左右。”三南村百香果种植大户梁锋

说。

3 年前，梁锋开始种植黄金百香果，因为缺

乏管护技术、病害严重，百香果产量低、果品差。

2021 年，在科技特派员、百色学院教授冯邦朝的

指导下，梁锋学会了百香果防控病虫害技术，并

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垂帘式整形技术，如今，梁锋

已经成为三南村最大的百香果种植户。

立夏时节，一支5000多人的科技服务大军活

跃在八桂大地的县乡村，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2020年以来，广西制定出台有关乡村科技特

派员管理的办法，启动实施科技特派员下乡工程，

通过强化拓宽选派渠道、强化精准服务、强化支持

保障、强化激励奖励，不断优化完善科技特派员制

度，让科技特派员在广阔天地中大显身手。

拓宽选派渠道壮大队伍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海拔 700 米以上山地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47%，如何让这些山地变成

金山银山？

8 年前，从事林业科研工作的广西师范大学

教授邓荫伟主动扛起了科技特派员的担子，到龙

胜推广南方特有的经济林树种——油茶。如今，

邓荫伟在龙胜、资源两县指导建立油茶丰产示范

林 485亩，年产值达 300多万元，为山区农民种出

了脱贫致富的金银树。

2021年 5月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的冯邦朝，

不仅对三南村的百香果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也

服务三南村集体百香果产业园。2021年，百香果

产业园为三南村集体经济创收 11.9万元，示范带

动34户农户发展黄金百香果，户均增收2万元。

“为满足乡村振兴对科技服务的需求，广西

进一步拓宽科技特派员选派渠道，有效壮大科技

特派员队伍，进一步扩大农村科技服务领域。”广

西科技厅农业农村科技处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进入“十四五”，广西科技下乡服务由“十三五”重

点服务 5000多个贫困村，扩展到服务全区 1万多

个村（社区）。

2021 年，广西科技特派员队伍由 2020 年的

2936 人扩大到 5012 人，2022 年选派人数增加到

5023人。

实现科技服务精准对接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田东县思林镇内油村坚

果种植户黄大克在广西农村科技服务云平台提

出了坚果冬季修剪的服务需求。

很快，平台根据需求指派了科技特派员、广

西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农

艺师王文林到种植基地进行坚果冬季修剪现场

技术指导，手把手教授修剪技术，及时解决了黄

大克的技术难题。

科技服务，贵在精准。为实现“订单式”“菜

单式”精准科技服务，广西开发建立了具备科技

特派员全程信息化、网络化管理功能的农村科技

服务云平台。

广西科技厅农业农村科技处相关业务负责

人介绍，广西农村科技服务云平台致力打造一站

式农村科技综合服务“掌上平台”，实现农村科技

服务的“五精准”：人员精准选派、需求精准推送、

服务精准管理、绩效精准考评、信息精准发布。

“全区农民等涉农经营主体可以随时随地向

科技特派员提交生产管理技术问题，或者与科技

特派员进行实时线上咨询交流，实现远程服务精

准对接。”该负责人说。

完善经费保障政策激励

2021 年以来，广西科技特派员根据乡村产

业发展需要，累计开展下乡服务 23.5 万天次，开

展科技培训 53.3 万人次，共服务村（社区）近 1.1

万个。

科技特派员的工作干劲越来越足，源自广西

越来越完善的科技特派员经费保障机制和激励

政策。

为解决市县科技下乡服务经费不足问题，提

高科技特派员工作积极性，广西在自治区本级财

政科技计划科技基地与人才专项中专门设立科

技特派员工作经费。

“2021 年广西共安排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

5720万元，2022年将增加到 6800万元以上。”广

西科技厅农业农村科技处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科技特派员优先享受国家和自治区现行的

职称晋升等人才激励政策；大幅增加奖励额度和

奖励比例……同时，广西加大科技特派员激励力

度，完善激励机制，让科技特派员吃上定心丸。

2022 年，广西将奖励上年度考核优秀和良

好的乡村科技特派员 501 名和 751 名，计划安排

奖励经费 876.5 万元，奖励经费总额比上年增加

702.2万元。

“这些激励奖励政策的实施，让科技特派员得

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很多特派员由于年度科

技服务工作考核优秀，在单位年度工作考核、职称

评审晋升等方面得到了优先考虑。”该负责人说。

保障有力、激励到位，广西科特派干劲足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农户在科技特派员的帮扶指导下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农户在科技特派员的帮扶指导下，，获获
得了良好的种植效益得了良好的种植效益。。图为海原县贾塘乡王塘村图为海原县贾塘乡王塘村，，联合收割联合收割
机在谷田里进行收割作业机在谷田里进行收割作业。。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杨植森杨植森摄摄））

编者按 2002 年，科技部总结福

建南平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成功实践

经验，在宁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西北五省区开展了科技特派员试点

工作。20 年来，做给农民看，领着农

民干，带着农民赚，西北五省区的科

技特派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

了重要的科技人才支撑作用。今起

本报推出“科特派西北实践”系列报

道，深入介绍西北五省区科技特派员

在科技帮扶中所做的突出工作。

湖北黄石大冶市茗山乡农业科技特派员在湖北惠轩农业生态基地指
导果树施肥、整枝。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 讯 员 陈海洋 于 浩

科特派西北实践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