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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耀忠和甘肃省定西孙耀忠和甘肃省定西

市渭源县的科技特派员们市渭源县的科技特派员们

倾情服务倾情服务““三农三农”，”，为巩固乡为巩固乡

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科技支

撑和智力支持撑和智力支持。。他们是农他们是农

民眼中的民眼中的““田专家田专家”“”“土秀土秀

才才”，”，是乡亲们心里的致富是乡亲们心里的致富

能手能手，，总能让总能让““好技术好技术””与与

““富群众富群众””有机结合有机结合。。

◎本报记者 张景阳

福建省泉州市出台《关于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服务

乡村振兴和助力产业转型的实施方案》，提出进一步落实利益

共享机制，探索“建立收入备案、完善运营补助”等利益共同体

发展模式，加快打造具有泉州特色的科特派制度。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王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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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机器轰鸣，设备有序运转……初秋时

节，记者来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甘肃陇原红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陇原红生物），厂房内

正在生产沙棘等系列凝胶糖果产品和保健食品，

科技特派员孙耀忠则在实验室指导工人运用新

技术开发新产品。

近年来，孙耀忠和渭源县的科技特派员们倾

情服务“三农”，为巩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科技

支撑和智力支持。他们是农民眼中的“田专家”

“土秀才”，是乡亲们心里的致富能手，总能让“好

技术”与“富群众”有机结合……

助企新建生产线

2017 年，孙耀忠从渭源县建筑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站的工作岗位上被选派到甘肃宏达药材

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科技特派员。按照渭源县提

出的“实施一个项目、推广一项技术、培养一批能

人、富裕一方百姓”的要求，孙耀忠带动当地 42

户农民脱贫增收，户均增收 2000元，在引进中药

材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科技培训等方面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2021 年，孙耀忠再次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

改派到陇原红生物。新时代赋予了科技特派员

新的历史使命，也对科技特派员提出了新的要

求。

孙耀忠刚到陇原红生物时，企业在关键技术

攻关上遇到了不小的困难。“科研攻关能力不足，

困扰着企业发展。”陇原红生物负责人张小龙说。

孙耀忠以车间为实验室，从产品研发到检

测，带领陇原红生物的工程师们攻克一道道技术

难关。他通过自己的理论专业技术技能，结合实

际，协助公司进行天然植物资源的开发、生产及

销售，在沙棘、当归、枸杞等产品二氧化碳超临界

萃取工业化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陇原红生物已建成了一条在国内外都

较为先进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生产线。孙耀

忠和陇原红生物的员工一起努力，又新建了第二

条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生产线，今年 8月已投产

运行。孙耀忠还协助公司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

6 项。在他的帮助下，陇原红生物被认定为第三

批市级技术创新中心。

“科技特派员，与企业同心协力开展技术创

新，攻克难关。这也让更多的科技人员找到了科

研成果转化的‘试验田’。”孙耀忠说。

多措并举服务企业

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渭源县科技特派

员的数量有了不小的增长，实现了一个科技特派

员带动多名技术人员、促进企业创新的“科技乘

数效应”。张小龙说，在陇原红生物的项目研发

过程中，孙耀忠通过现场技术指导，帮助陇原红

生物攻克了标准化软胶囊生产线和油脂精炼处

理等很多技术难题。

“渭源县的科技特派员制度为服务企业、合

作社构建了强有力的科技交流桥梁。我做了一

些看得见成绩的科技特派员工作，那是因为我的

身后，有整个科技特派员团队在为我护航。”孙耀

忠对记者说。

因为高精度的仪器设备成本高、维护费用

大，特别是在仪器的使用管理方面更是缺少“高、

精、尖”技术人才，很多中小企业在起步、发展阶

段都需要相关科技人才对实验工作进行指导。

科技特派员制度帮助中小企业填补了专业科技

人才的空缺，科技特派员在大型仪器的分析测试

方面给予了企业极大的支持。孙耀忠就作为科

技特派员，帮助企业完成了许多关键性仪器的实

验运转。

“我觉得科技特派员制度非常好，实实在在

帮助企业解决了生产技术难题，又给企业带来了

创新发展思维，为企业做大做强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陇原红生物很多人都感慨道，“公司发展的

每一步背后，都有科技特派员的汗水与心血，我

们需要这样的科技特派员。”

孙耀忠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

秉持初衷、扎根基层，不仅是位懂技术的农业工

作者，又是有能力、有爱心的技术担当者。孙耀

忠说：“技术只有应用到实处，才有意义。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肩负着科技特派员职责，又是生在

农村、长在农村的农家子弟，我热爱农业，更热爱

这片热土，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专长，让土地更富

饶、让乡亲更富裕。”

孙耀忠：在生产一线找到成果转化的“试验田”

八月中下旬，内蒙古乌海市，樱桃树正值修剪、拉枝、定型的关键时

期。乌海市科技局农社科工作人员主动与乌海市海勃湾区紫光园区的

樱桃种植户进行沟通联系，询问在种植方面的技术需求和存在的困难。

种植户骆全文表示，他们近期确实遇到了不少技术困难，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不方便出外进行学习，正为此事犯愁。乌海市科技局工作

人员了解情况后，积极联系乌海市乌达区绿农永胜农民专业合作社（以

下简称绿农永胜合作社）负责人、科技特派员郭永胜，并联合乌海市海

勃湾区工信和科技局，由乌海市科技局副局长李江波带队，深入海勃湾

区紫光园进行技术指导。

跨区服务 解决技术难题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乌海市海勃湾区气候干旱，风沙大，夏季

气温很高，樱桃不容易成活。紫光园区引进樱桃种植已有两年多，但是

引种的美早樱桃树多出现夏季猛长，枝条不封顶、授粉不均匀等问题，

直接影响后期挂果及产量。而种植户缺乏种植经验，在修剪、拉枝、定

型等环节更是束手无策，急需科技人员指导。

在紫光园区的种植基地里，郭永胜对樱桃树花芽分化、枝条封顶、水

肥管理、授粉、修剪定型等技术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回答了种植户

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表示，绿农永胜合作社的种植园随时开放，欢迎大

家参观学习交流。经过郭永胜两个多小时的技术指导，困扰骆全文的

问题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闻讯赶来的葡萄种植户也积极邀请郭永胜

去自己的田上进行指导讲解。

在乌海市，骆全文的种植基地与郭永胜的技术服务站分属不同的市

辖区，但这并不影响科技特派员为种植户送技术搞服务的热情。

“既然我有一些技术上的成果和经验，就应该分享给大家，最好是让

全市的农业生产都受益。”郭永胜说。郭永胜近年来在樱桃、葡萄种植、

管理等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作为科技特派员，他不但在乌达区

开展科技服务与帮扶，还积极在海南区和海勃湾区进行科技服务，并带

动多个葡萄种植户进行葡萄种植，设立示范点，受到种植户的欢迎。

根据多年的种植经验，郭永胜还自己设计建造了 26 亩智能观光温

室（以下简称智能观光温室），并申请了“一种防虫防沙膜结构”“一种新

型大棚内遮阴设备”等多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经过两年多的种植试

验，智能观光温室在葡萄种植方面具有省时省工、节电节水的特点，并

可以将葡萄成熟期延后到 11 月，填补了 10—11 月水果市场的葡萄空档

期。而作为葡萄科技示范种植基地，智能观光温室也为开展葡萄技术

培训指导提供了场地和空间，为积极发挥葡萄种植示范带动作用提供

了创新平台。

以社建站 创新服务模式

2020 年，乌海市科技局指导并助力乌达区绿农永胜合作社吸纳多

名农业科技专家组建了 绿 农 永 胜 科 技 特 派 员 工 作 站（以 下 简 称 科 特

派 工 作 站），并 通 过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科 技 厅 备 案 。 科 特 派 工 作 站 成 立

后 ，充 分 发 挥 专 家 团 队 的 服 务 功 能 ，在 推 广 优 质 苗 木 、制 定 种 植 规

程 、开 展 科 技 培 训 、进 行 科 技 帮 扶 等 方 面 积 极 开 展 工 作 ，推 动 新 技

术、新成果转化落地。

科特派工作站负责人郭永胜介绍，工作站现有种植基地 300 亩，其

中日光温室 117 栋，大棚 2 亩，智能温室 26 亩，主要种植葡萄、樱桃、草

莓、桃、西甜瓜等，种植基地常年为有意愿发展温室生产的农区居民、贫

困户等开展实操培训，在关键生长季节，平均每天有十余人来种植基地

学习嫁接、剪枝、施肥等关键技术，取得了较好效果。

近两年来，海勃湾区紫光园区新建温室逐步增多，但经营者多数是

新种植户，缺乏葡萄种植经验。科特派工作站从品种选择到新植葡萄

管理、修剪等各个阶段，都会实地开展技术服务，不仅带动紫光园区种

植温室葡萄 50 多亩，提升了种植户技术水平，也为种植户增产增收奠定

了基础。

“在带动农民巩固脱贫成果、增效增收方面，科特派工作站为刚脱贫

的种植户无偿提供两栋温室，每户只出几百元的籽种钱，我们帮助安排

种植小吊瓜、番茄、黄瓜、草莓等技术含量较高、经济效益稳定的瓜果蔬

菜，指导种植户进行日常温室管理并帮助他们解决销售，目前所帮扶的

农户全部实现增收，有的还成了种植能手。”郭永胜告诉记者。

据乌海市科技局统计，近两年来，科特派工作站推广了大钵葡萄育

苗技术、葡萄“T”字架型、葡萄轻简化修剪技术嫁接技术、水肥一体化智

能管理技术、樱桃沾花保果技术等农业技术，以及反光膜补光、PO 膜增

光等材料；引进了阳光玫瑰、超级女皇、玉波 2 号、瑞都红玫等葡萄新品

种；形成了沙漠地区日光温室樱桃引种与栽培技术应用研究成果 1 项、

专利 3 项。

乌海市科技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根据乌海市《优秀中青年

科技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要求，继续带领工作站专家和技

术人员，创新服务模式，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并通过“新品种+育苗+标准

化配套+技术服务”的模式，以“集中培训+现场指导+基地实训+新媒体

宣传”的方式开展技术服务。

内蒙古乌海这个工作站

助葡萄种植新手“晋级”老把式

率先在福建省设立最高 10万元科特派利益

共同体运营补助，率先在福建省开展科特派量化

考核，首次把科特派工作经历视同教师、医生及

农业、林业、海洋渔业等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

的基层工作经历……

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出台《关于深入推进科

技特派员制度服务乡村振兴和助力产业转型的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进一步

落实利益共享机制，探索“建立收入备案、完善运

营补助”等利益共同体发展模式，加快打造具有

泉州特色的科特派制度。

“泉州市面向新时代农村农业发展需求，在探

索建立利益共同体方面先行先试，推动利益共同

体加快发展、壮大。”9月13日，泉州市科技局局长

王小阳对记者表示，此举将通过激活科特派内生

动力，让创新资源向一线服务科特派倾斜，推动科

特派向服务乡村振兴、向助力产业转型、向全产业

综合性服务转变，激励和支持广大科特派把论文

写在田野大地和工厂车间，为打造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产业转型的“泉州样板”贡献力量。

棘胸蛙俗名石鸡、石蛙、石冻王等，作为我国

特有的大型野生蛙类，近年野生棘胸蛙的数量日

渐减少，已被列为珍稀保护动物之一。棘胸蛙能

进行人工饲养吗？

瞄准泉州市德化县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福

建健丰生物有限公司与福建师范大学、集美大学

等签订服务协议。两校分别派出棘胸蛙养殖技

术和种质资源保护、棘胸蛙营养粉片精深加工科

特派团队，与企业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共同研

究棘胸蛙生态繁殖、种质资源、深加工技术，在国

际率先破解了棘胸蛙全基因组测序。德化县科

技信息研究所所长苏俊基告诉记者，该项目被列

为福建省科特派行动计划项目之一，已形成常态

化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了当地以棘胸蛙特色产

业为主的林下经济发展，实现了企业和高校的双

赢，也有效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鼓励科特派与服务对象在各方自愿的基础

上，通过信用和约束机制，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共同体，既进一步激发了科特派长期在农村创新

创业创造的内生动力，又不断开拓产品生产、加工

与销售等新路径，更让服务对象吃下了‘定心丸’。”

泉州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岩说。为此，《实施方案》

提出，建立收入备案制度。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员被选为科技特派员后，经所在单

位批准，报市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备

案，可与服务对象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

同时，《实施方案》还明确，科技特派员在兼

职服务期间领取服务对象给予的合法报酬或从

利益共同体获得的合法收益，归科技特派员个人

所有，不受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计入

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科技特派员服务期满后，在

利益共同体所持股份不受身份改变等因素影响，

向所在单位报告后，可依法依规继续持有股份，

确保利益共同体持续稳定发展。

鼓励科特派与服务对象结成共同体

在“中国乌龙茶之乡”泉州安溪，广大茶农曾

因精深加工等智能化应用不足，长期遇到“看天

制茶、看茶制茶”的困扰。针对这一产业发展“痛

点”，福建省科特派陈加友不断探索智能茶机装

备新技术，创办了福建佳友茶叶机械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黎明职业大学智能制造学院、厦

门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科研团队合作进

行研发，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创新成果利润作为科

特派分红。这一做法加快了数字化控制技术与

茶机集成创新的应用。

“几年来，智能茶机装备新技术相关成果已

带动培育当地茶机科技示范户 430多户，辐射周

边茶农 9320 多户，示范户平均增收 6400 多元。

如今有了明确的利益共同体政策，校企双方都增

设立最高10万元运营补助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科特派到农村创新创

业面临的环境十分艰苦，也很复杂。想要真正让

农村留住人才，还需要充分提高科特派的待遇。”

泉州市科技局三级调研员孙中虎认为，新时代科

特派要有新作为，要有更开放、更系统的政策和配

套措施。为此，《实施方案》对科特派在服务和创

业期间的人事关系、职务、工资、奖金、福利等待遇

做了详细规定，保证合法权益，解除后顾之忧。

“把科特派工作经历视同为基层工作经历”，

《实施方案》首次把科特派工作经历视同教师、医

生及农业、林业、海洋渔业等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晋升的基层工作经历。《实施方案》还率先在福建

省开展科特派量化考核，并强化激励奖惩作用，

优秀等次比例控制在年度考核总人数的 30%以

内，考核结果优秀、良好给予工作经费保障。

同时，建立健全让科特派“把论文写在田野

大地上”的激励机制，《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转

化激励。如鼓励支持科特派将职务科技成果、专

利优先优惠转让给所创办或服务的企业。对于

接受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委托的横向项目，允许

科特派和所在单位通过合同约定知识产权使用

权和转化收益，探索赋予科特派职务科技成果所

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科特派（团队）、主要贡献人

员、担任领导职务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

配或奖励，按现行政策执行。

孙中虎表示，要以拓宽选派渠道、加大组团

支持为导向，把广大科特派充分组织调动起来，

在政策激励、财政经费、合法收益等方面加强保

障，不断优化科特派创新创业软环境，使科特派

能够下得去、留得住、有实惠，合理合法“名利双

收”，通过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集群、特色产业发

展，构建泉州科特派全产业链服务新格局。

努力构建全产业链服务新格局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有了更强激励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有了更强激励
福建泉州探索科特派新机制福建泉州探索科特派新机制

强了责任心，现在大家都撸起袖子加油干。”陈加

友说，目前，相关研究成果还成功推广应用至国

内 21 个主要产茶区，解决了全国数十万茶农面

临的技术难题，降低了茶农劳动强度和生产成

本，还大大提升了茶叶生产品质，服务茶乡经济

发展、助力茶农脱贫致富。

《实施方案》提出，完善运营补助制度。相关

部门将设立利益共同体运营补助，对于科技特派

员新创办、领办、协办科技型企业、科技服务实体

或合作组织，或以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入股、资

金入股、技术服务和租赁经营等形式建立利益共

同体，经考核评估后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科技特

派员后补助项目经费的运营补助。同时，鼓励各

县（市、区）按照利益共同体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所作贡献给予配套运营补助。鼓励各类基金按

照市场化运作方式，支持科技特派员利益共同体

创新创业项目。

“有效的激励机制，将充分调动各方面创新

创业积极性。”据安溪县政府副县长谢建新介绍，

该县印发了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措

施，明确支持科特派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与服务对象共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

体。如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林荣溪、

福建惜缘茶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何环珠等一批

优秀科特派，他们或以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入

股，或以资金、技术入股，与所在的服务企业结成

了利益共同体，带动企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目前，安溪县由省、市、县三级科特派牵头或参与

建设的创业示范基地 5家、创业产业链 3条，形成

利益共同体 11个。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村民正在采茶村民正在采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