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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科技特派员来到福建省武批科技特派员来到福建省武

夷山市星村镇至今夷山市星村镇至今，，一批批科一批批科

技特派员扎根田间技特派员扎根田间，，在科技特在科技特

派员团队指导下派员团队指导下，，这里突出生这里突出生

态种植态种植，，提高了茶叶品质提高了茶叶品质，，带带

动了茶农增收动了茶农增收，，茶产业成为乡茶产业成为乡

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资讯台

按照区域和产业灵活编组团队，衢州将着力形成“一人

一乡镇”“一片一战队”“一业一组团”的科技特派员服务模

式，同时聚焦“3+X”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拓

宽特派员的服务领域，夯实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

郑志成
浙江省衢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本报记者 颉满斌

◎本报记者 雍 黎

玫瑰香橙、油菜新品种“万油 410”、龙驹镇芦花鸡、三峡绿茶……这

些响当当的重庆万州优质农产品品牌背后，都有科技特派员专家团队的

支撑。

近日，由重庆市万州区科学技术局、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联合举办

的“万州区十佳科技工作者”活动举行，邓烈、祁俊生、袁昌定等服务当地的

10名科技特派员优秀代表获得了表彰。“万州区十佳科技工作者”活动是重

庆市万州区近年来不断创新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方式的一项活动，目的是

围绕产业需求，让科技特派员更好地提供科技支撑，助力当地农业发展、乡

村振兴。

科技助农，千余名专家服务万州热土

为了打通农村科技传播最后“一公里”，跨过农业科技成果最后“一

道坎”，让重庆市内外科技专家聚集万州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推广与产业

服务，让科技的种子在万州 3457 平方公里的热土上生根发芽。2009 年以

来，万州区累计选派 1092 名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帮扶与产业振兴，覆盖

种植养殖、医疗卫生、教育等各个领域，分布到了万州 180 多个村社。此

次评选出的“万州区十佳科技工作者”，是近年来服务万州产业发展的优

秀代表。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万州，依托三峡库区冬无霜冻的天然优势，重点发

展晚熟柑橘，为广大果农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的道路，玫瑰香橙就是当地优

秀晚熟柑橘品种中最耀眼的那一个。

在这背后，是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研究员、重庆市科技特派员邓烈的努

力。2012年，邓烈进入万州开展科技特派员服务。为了有力支撑和扶持万

州玫瑰香橙产业发展，他组织多个学科领域的科技人员组成科技特派员服

务团队，协同开展科技创新与产业支撑服务，专家们先后选育出当地塔罗科

血橙芽变新品系 2个，指导建立了塔罗科血橙品比园，集成和示范推广塔罗

科血橙省力化机械作业、去强扶弱修剪、精准施肥等八大技术套餐系统，其

中山地果园滴灌施肥、肥水一体化、无人机植保、机械化作业和促根丰产等

技术得到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现在，万州玫瑰香橙已成为万州农业支柱产业，万州也成为重庆市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优质的万州玫瑰香橙产品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品、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重庆晚熟柑橘果王。万州玫瑰香橙种植面积达 15万余

亩，年产值超过 2亿元，带动当地近 10万人就业增收。

重庆属于我国长江流域优势油菜种植区，但油菜生产条件存在不足。

如何让万州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三峡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三峡综合试

验站站长徐洪志担任万州区科技特派员以来，把自己当村民、当企业

员工，培育引进高产油菜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油量。徐洪志带领团

队选育出脂肪酸成分均衡，且人体必需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菜新品种

“万油 410”并大面积示范推广，研究推广的油菜多元化开发利用技术

和稻油轮作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每亩增收 300 元以上，初步解决

了油菜“缺而不种、种而不管、管而不优”的共性问题，让万州的油菜生

产提质又提量。

工作创新，围绕产业精心选派精准服务

“我们围绕万州的产业需求，积极做好服务工作，让专家们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万州区科技局局长韩毅介绍，他们创新了科技特派员选派方

式、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形成了“精心选派、精细管理、精准服务”科技特派

员工作的三个特色。

万州区科技局围绕特色产业，走访科技型企业，多渠道汇聚产业技术需

求，精心选派科技特派员，实现全区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科技特派员对接服

务全覆盖。

万州区不仅充分对接好重庆本地专家，还充分发挥鲁渝协作、三峡库区

对口支援、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合作平台的作用。山东、福建、四川、河南

等地的农业专家也携手万州区的科技特派员，成为了助力万州农业发展的

“智囊团”。去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赵春江成为了当地“三区”科技人才，与科技特派员们一起助力万州茶叶产

业的发展。

同时，万州区改变科技特派员“单兵作战”模式，打破区域、领域限制，创

新组合选派模式，通过团队力量带动产业整体发展。2020 年以来，万州区

成功组建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团、百万头生猪生态养殖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

科技特派团，累计建成 1家国家级星创天地、4家重庆市级星创天地、5家重

庆市级农业科技专家大院、11家区级农业科技专家大院。

万州区科技局还率先实施科技特派员示范项目和示范园区认定和挂牌

服务，集中展示科技特派员引进农业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应用新材料、实践

新业态的典型做法，初步形成了以户带村、以村带乡的农业技术示范推广新

模式。

通过深入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2021年，万州区新选派科技特派员 207

名，科技特派员引进品种 435 项，推广新技术 251 项，解决技术难题 635 个。

科技特派员们深入企业、农村“把脉问诊”，以科技力量助推了全区特色产业

发展。

重庆万州千名科特派

以科技力量助特色产业发展

科技特派员在果园中传授种植技术。 万州区科技局供图

冬季的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

茶园示范基地，千亩茶园依旧绵延翠绿，一垄垄

茶树间，棵棵桂花树亭亭玉立。

有着“茶不到星村不香”美誉的星村镇，也被

称作“中国武夷岩茶第一镇”“中国茶文化艺术之

乡”。凭借历史久远的茶文化、适宜的气候、优势

明显的茶资源，再加上科技支撑，这里形成了生

机勃勃的茶产业。近年来，在科技特派员团队指

导下，当地突出生态种植，提高了茶叶品质，带动

了茶农增收，茶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从 20世纪 90年代第一批科技特派员来到星

村镇至今，一批批科技特派员扎根田间，帮助茶

农在茶叶栽培管理和加工工艺方面进行技术指

导，提升整体制茶水平；做好茶产业、茶科技和茶

文化这篇大文章，点绿成金。

星村镇现有各类科技特派员 19 名，其中省

级科技特派员 8名、专职科技特派员 2名、武夷山

市级科技特派员 9 名。星村镇科技特派员服务

茶叶产业，在全镇建立了 4 个工作站、24 个示范

基地。

探索生态种植模式，助
茶农增收

2015 年携团队来到武夷山的科技特派员廖

红，推广应用生物生态茶园建设技术，探索生态

种植模式，建立了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示范基

地。基地采取有机肥+绿肥轮作、生态防治等方

式，使茶叶品质显著提升，建成无公害、绿色的生

态茶园。

“简单来说，生态种植模式就是‘夏种大豆、

冬种油菜’的间作绿色栽培

模式。”廖红介绍，在冬季有

机肥施用后种植油菜，到 3

月底油菜花季结束后刈青入

土，待春茶结束后，畦间套种

大豆。在茶树间套种大豆和

油菜，利用大豆生物固氮效

果作为“绿肥”；油菜开花后

就地回田，补给土壤磷和钾，

提升土壤肥力。这样不仅能

抑制杂草，保住土壤养分，还

能提高茶叶品质，一举多得。

除科学管理之外，科技

特派员以建设茶园病虫害绿

色防控示范区为重点，指导

茶农科学用药，保障茶叶质

量安全。

在燕子窠、大坪洲、曹墩、黄村等地建立茶园

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重点推广茶园病虫害综

合防治技术，派出科技特派员指导茶农使用高

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鼓励使用生物农药，安

装广谱杀虫灯，“以虫治虫、以螨带菌治虫”等绿

色防控技术。

燕子窠生态茶园就是使用绿色防控技术的

典型案例之一。除在茶园进行茶豆套作种植外，

燕子窠生态茶园还安装了 25台吸入式太阳能杀

虫灯，并开展茶园病虫害统防统治，建有废弃物

回收池，以防止二次污染，通过物理和生物防治

的方法，使茶树病虫害和天敌在一个动态平衡

中，有效降低茶园因病虫为害用药的次数，从而

保护生态环境。

由于管理科学，生态茶园种植的总体成本下

降，产量提高，亩产生态茶青 600—800 斤。与以

往对比，套种的茶叶色泽更鲜绿、香味更足、口感

更鲜爽，茶叶制优率也明显提升，现在生产 1000

斤成品生态茶，优质茶达到 700—800 斤，比普通

茶园增加了 100—200斤。

茶山变景区，茶旅融合
助乡村振兴

杨文春是燕子窠生态茶园的负责人之一，他

告诉记者：“我们原来也不知道怎么科学管理茶

园，科技特派员廖红告诉我们，茶树生长需要多

达 14种以上的微量元素。她教我们在茶树之间

套种大豆，因为大豆的根瘤能够固氮；还教我们

10月份种油菜，因为油菜是最好的氯肥。”

在杨文春看来，科技特派员持续加强茶园病

虫监测预警，及时发布相关病虫情报，指导茶农

科学用药，减少盲目滥用农药，确保产品农药残

留不超标。同时，科技特派员帮助茶农提高防治

病虫害技术水平，提升了病虫害综合防治效果。

科技特派员通过科技手段，为杨文春和他的

茶园带来了更加环保、更高效益、更优品质的种

植方法，也让茶农的收入大幅提升。

此外，星村镇科技特派员全力培育了福莲茶

庄园、茶言精舍等一批茶旅融合的茶园典型。福

莲生态茶庄园的茶山变成了景区，成为吃住游一

体的茶旅园区，实现茶旅收入双赢。

科技特派员还推动朝阳东升茶业合作社等

一批骨干合作社，与中小茶企建立帮扶机制，提

升了市场竞争力。

如今的星村镇，茶树漫山遍野，茶产业成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更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广生态种植，提升茶叶品质

他们在武夷山茶园“点绿成金”

预计到 2025 年，动态保持省市县科技特派

员（团队）400 人以上，其中农村科技特派员 300

人，实现科技特派员乡镇与主导产业全覆盖，打

造科技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科技特派员

铁军……不久前，浙江省衢州市出台《衢州市深

化科技特派员制度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围绕需求导

向、过程管理、改革创新三方面工作，提出要打造

科技特派员自身能力提升机制，构建科技特派员

全领域服务新格局。

“以县域为单位，以地域相近为原则，科技局

将整合资源，对不同专业的科技特派员进行编

组，组成若干个片区服务战队，着力破解科技特

派员专业特长单一性与乡镇需求多样性之间的

矛盾。”11月 21日，衢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郑志成表示，科技特派员可为区域的产业发展、

农旅融合、未来社区建设等多元化需求提供专业

互补的多元化服务。

位于衢州市杜泽镇的下溪村，有近百年的丝

瓜种植历史，却长期沿用传统种植技术和原始、

随意的留种方式，导致本土产出的丝瓜一度陷入

品种退化、品质变差、产量下降的困境。

“有一定产业基础、问题也很明确，类似这样

的乡镇村庄，关键就是得选择专业对口的科技特

派员。”衢州市科技局农社处负责人介绍，秉承因

地制宜、择优选派的原则，衢州市科技局采用“两

上两下”的方式精选科技特派员队伍，在按需征

集名单前提下、要对材料反复核定，确保每一位

科技特派员匹配乡镇需求，解决当地农业问题。

2017 年，衢州市农林科学院高级农艺师李

朝森作为衢州市科技特派员派至衢江区杜泽镇

后，对下溪村丝瓜产业进行了精准帮扶，携团队

开始丝瓜提纯复壮计划。他们从全村原有 100

多亩丝瓜田中，筛选得到了 12个单株，通过田间

株选、性状调查、隔离授粉，获得优良株系，在

2020 年确定了名为“下傅丝瓜”的新品种；同时

推广穴盘育苗、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实用技

术，使丝瓜增产幅度达 30%以上，亩产值超过 1.5

万元，下溪村丝瓜产业得以焕发新生。

2021 年，下溪村丝瓜种植面积达 430 余亩，

人均增收 3000 多元。2022 年，全村丝瓜种植面

积增加到近 500亩，除申报“下傅丝瓜”产品商标

外，目前，正计划申报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及成

立专业合作社。

“寻求精选优质种苗、推广新技术可谓科技

特派员驻扎乡镇开展服务的基本功。”衢州市科

技局农社处负责人介绍，仅 2019—2020 年间，衢

州市共实施省市科技特派员项目 157个，投入科

技专项经费 2417万元，引进推广优质水稻、衢春

大豆、鸡尾葡萄柚等农业新品种 140 个，推广病

虫害安全防治等农业新技术 175项，为农户和企

业增收提供品种和技术保障。

根据《实施意见》，衢州市将建立由县（市、

区）科技部门常态化采集、甄别、凝练、整理的特

派员需求库，坚持“一人一乡镇”精准选派，确保

特派员乡镇全覆盖。

精准选派：将优质种苗送达田间

种一次可供采收 10 多年、后期保持每年数

月有产出，多年生草本植物芦笋因此有着“蔬菜

之王”的称号。通过科学种植芦笋，开化菁山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扭亏为盈，如今经营着 300多亩

的大棚芦笋种植基地，亩产值达 2.5 万元以上。

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多亏了科技特派员。2014

年，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何圣米担任音坑乡科技

特派员后，帮助该公司调整产业结构，终止了劳

动力密集型且非优势产品的生产，集中发展大棚

芦笋，并保持每月至少 1次基地现场指导和科技

培训。

“我们鼓励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进村入企，

尤其是联合企业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示范

与推广。”衢州市科技局农社处负责人介绍，根据

《实施意见》，将更注重科技特派员团队与创新主

体协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推广，坚持每个月围绕地方产业发展多元化需

求，集中碰头研讨解决办法。

近年来，开化县通过“科技特派员+农业示

范区+农户”的模式开展了箐山大棚芦笋示范基

地、池淮水果玉米示范基地等特色农业基地建

设，承载农民就业。截至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内

16 家高校院所先后向开化县派驻科技特派员

141人次，累计培训农民 5万多人次，带动农民增

收 7亿元以上。

而在浙江西部山区的衢江区岭洋乡，浙江省

中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梁卫青自 2012年作为科

技特派员被派驻于此后，先后与浙江广胜集团、浙

江广胜药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协同创新基地、研

发中心，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

其中，梁卫青团队凭借三叶青仿野生生态种

植技术和低温超微粉碎技术，提高了三叶青潜在

的经济价值，技术成果在当地转化后，实现年产值

3200余万元，解决周边劳动就业人数200余人。

“通过科技特派员对接企业，衢州积极帮助

乡镇和企业创建各类农业创新载体，使得服务更

为集中、高效。”衢州市科技局农社处负责人表

示，截至目前，衢州市已成功创建国家农业科技

载体创建：有效扩大服务覆盖面

实地走访乡镇 5个、产业基地 5个，收到技术

需求 11个，达成科技特派员之间、科技特派员与

乡镇之间初步合作意向 6 项……今年 9 月，组建

不久的衢江区科技特派员北部和南部战队分线

作战、开展共建服务活动，收获不小。

目前，衢州市以县域为单位，已在每个县形

成东西南北四个片区战队，结合各地特色产业，

组建水产养殖、林业、中草药、蔬菜、园艺、美丽乡

村等多个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

从 2005年派出科技特派员开始，17年间，衢

州市共选派了 9 批次市级科技特派员，共计 180

余人，形成了纵向“省级+市级+县级科技特派

员”、横向“科技特派员个人+科技特派员团队”

的交叉结构模式。

近两年，衢州市提出打造“3+X”特色农业产

业体系，即 3 个特色主导产业、X 个新兴特色产

业，增强乡村产业基础支撑作用，促进乡村经济

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郑志成表示，以往科技特派员以单兵作战为

主，彼此互动有限。但随着产业发展的需求越发

多元，科技特派员抱团服务的形式渐渐丰富。衢

州市科技特派员队伍凭借既有的交叉结构模式，

在资源整合、创新服务方式方面具有灵活性。

根据《实施意见》，衢州重点聚焦“3+X”农业特

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省市县农村科技特派员

资源为主，组建粮油、柑橘、蔬菜、中药材、农产品加

工等特色产业技术服务团队，做深做实农业产业链

强链补链延链工程，每个科技特派员团队任期内将

提交一份有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郑志成表示，按照区域和产业灵活编组团队，

衢州将着力形成“一人一乡镇”“一片一战队”“一

业一组团”的科技特派员服务模式，同时聚焦“3+

X”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宽特

派员的服务领域，夯实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

灵活组队：围绕产业链协同创新

浙江衢州科特派浙江衢州科特派：：

结成服务结成服务““战队战队”，”，满足多元需求满足多元需求

园区 1个，浙江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4个，浙江省级

重点农业企业研究院 2个，国家级星创天地 5个，

浙江省级星创天地 9个，农业领域浙江省级产业

创新服务综合体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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