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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科特派

◎通讯员 白双艳 本报记者 刘廉君

春节假期过后，河北省 1485名乡镇科

技特派员准时展开服务工作。

“乡镇科技特派员制度是落实河北省

《关于全面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

施方案》的产物。”河北省科技厅区域创新

处处长支建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乡镇科

技特派员主要是为基层科技管理补位，担

负着打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的重任。

近年来，河北省不断创新完善制度举

措：盯末端补基层科技创新管理短板，抓

需求选派科技特派团服务县域产业和“小

巨人”企业，实现精准定制服务，持续推进

科技特派员工作走深走实。

与时俱进，顶层设计觅
得问题解决之道

河北省科技特派员制度始于 2004年，

2020 年之前，其工作范畴主要是服务“三

农”。

2020年11月26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全省科

技特派员工作进行了全新的顶层设计——

拓展服务领域，将科技特派员服务领域从

“三农”拓展至工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加

强体系支撑，构建“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平

台—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室）—科技专干”

的服务支撑体系，为科技特派员在基层一

线稳定高效开展服务提供全方位保障；充

实基层力量，在基层政府设置乡镇科技特

派员，为基层科技管理补位。

该《方案》实施后，河北省持续深化科

技特派员制度，既重视科技特派员的培育

选派，又重视服务支撑体系建设，更重视

服务模式的创新，形成了科技特派员、产

业科技特派团、企业科技特派团“三位一

体”的新型科技特派员服务体系。

企业发展，创新是关键。衡水市东方

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贸易

于一体的综合型民营企业，主要生产 200

多种食品。

烘焙食品的温度控制一直是影响企

业产品质量的难题。食品专业毕业的王

青华和张彩凤作为科技特派员来到这家

企业后，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一线工人的

经验结合起来，通过规范操作流程，优化

食品烘焙过程中的温度曲线控制，成功解

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该《方案》落地后，企业“点餐”，政府

定制服务的模式成为一大亮点。河北根

据企业需求，集聚创新人才，精准选派团

队，确保需求真、服务实、成效高。

唐山国芯晶源电子有限公司提出技

术需求，河北省科技厅联系对接天津大

学，组建了企业科技特派团，二者通过线

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紧密合作，成功开发

了 QMEMS 石英晶振制造工艺技术，解决

了企业的技术难题。

这样的企业科技特派团在河北并不

少见。现在，河北省已吸引省内外专家

985名，为 266家有需求有意愿的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服务。河北省目前已组建

选派了多个企业科技特派团，为企业提供

“一对一”定制化服务。

创新服务模式，围绕全省107个重点县

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河北省组建选

派了22个产业科技特派团，推动科技特派员

工作由“单兵出击”向“集体作战”转变。

河北省科学院选派的企业科技特派

员李春生说，作为科技特派员，与企业同

心协力开展技术创新工作，攻克难关，这

让现有的研发成果找到了转化的“试验

田”。

目前，河北省已有 7943个农业和企业

科技特派员备案，河北共建有科技特派员

工作站 1058 个、科技特派员工作室 63 个，

服务支撑体系逐步形成。

拾遗补缺，乡镇科技特
派员应运而生

1 月 30 日，唐山市丰润区银城铺镇的

姜海波再次被评为丰润区 2022 年度优秀

科技特派员。

作为一名乡镇科技特派员，他的工作

围绕乡镇展开。

多年来，乡镇基层政府科技管理力量

弱化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仅就河北省而言，

绝大部分乡镇政府没有主要负责科技工作

的人员。这使得很多基层企业的科技需求

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不少基层企业甚至处

于无人关注、无人问津的状态。

根据乡镇、街道最基层一级政府的工

作特点，结合科技特派员工作需要，《方

案》明确提出，从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

中培育选拔一批乡镇科技特派员，解决基

层科技管理缺位问题，探索建立乡镇科技

特派员制度。

唐山市丰润区高度重视发挥乡镇科

技特派员的作用，出台了配套政策，实现

了全区乡镇科技特派员服务全覆盖。

2021 年，姜海波成为乡镇科技特派员

后深入企业调研，收录了 100 多家企业信

息，并做到一企一档、分类保存。他一边

深入企业，一边联系相关科技主管部门，

积极引导落后产能关停，让企业结合自身

资源转型升级，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如今，河北省拥有 1485名像姜海波这

样的乡镇科技特派员。他们协助农业科

技特派员和企业科技特派员开展工作，并

根据省、市、县科技工作部署，落实相关任

务，做好科技需求征集、沟通对接等工作，

让科技创新工作真正延伸到基层一线，从

而有效解决基层科技力量薄弱的问题，优

化基层科技创新环境。

科技创新不仅要干得好，还要有可靠

的评价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为强化科技创新对县

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2019 年初，

河北省发布了《河北省县域科技创新跃升

计划（2019—2025 年）》，将全省的县（市、

区）按科技创新能力从高到低分为 A、B、C

三类，动态监测评价县域创新能力、印发

监测评价报告。

“乡镇科技特派员制度促进了丰润区

创新，2022 年丰润区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实

现了从 C 类升到 A 类的三级跳。”唐山市

丰润区科技局局长王开强说，这一制度的

实施，在基层打造了一支“留得住”的科技

管理和服务队伍，较好解决了乡镇（街道）

科技工作“没人干”“不会干”的问题，打通

了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

河北科特派：

以定制化服务打通创新“最后一公里”

不负农时不负春，科技特派员在行动。

又是一年春耕季，传授技术的“田专

家”、增收致富的“传经者”……科技特派

员在江西田间地头收获了一个个特殊而

又亲切的称谓。他们“把论文写在赣鄱大

地上”，在山海林田间“种科技”，让“春”的

种子破土而出。

万物萌动，春耕正忙。

2月，正值春耕春管的关键时期，江西

出现持续阴雨天气，同时伴有低温天气。

这给油菜生长带来一定影响。

为此，江西省农科院第一时间成立油

菜产业专家服务团，对全省 20多个县区的

油菜生产区开展调研，科学管护油菜种

植，保障油菜丰产丰收，用科技服务春耕

备耕。

“你看，这片油菜田积水较为严重，要

及时清沟排水，做到厢沟、腰沟和围沟‘三

沟’相通，预防渍害和菌核病。”2 月 11 日，

江西省农科院油菜产业科技特派专家团

在南昌市南昌县塔城乡湖陂村给油菜“把

诊问脉”。

“专家来现场指导油菜生产，解决了

当前我在油菜生产管理中面临的难题，我

对今年油菜丰收更有信心了。”湖陂村种

植户龚福旺今年种植了 300 亩油菜，这也

是他第二年种植油菜。去年播种时遇上

了旱情，今年开春，又碰上了持续低温阴

雨天气。

当日，江西省农科院专家先后在进贤

县罗溪镇、南昌县塔城乡湖陂村、高新区

五星农场、新建区石埠乡、安义县鼎湖镇

绿能农业有限公司油菜生产基地等 5个地

方调研指导。

“第一招：清沟理墒。及时清理易渍

水的油菜田，做到‘三沟’配套，达到沟沟

相通、可排可灌，降低田间湿度，提高油菜

根系活力，减轻连续低温阴雨天气对油菜

生产的影响；第二招：加强薹肥管理。在

薹苗期，根据前期施肥水平以及现阶段情

况，适当增加氮肥、钾肥的施用量，提高油

菜抗寒、抗病、抗倒伏的能力；第三招：在

薹期及时做好叶面硼肥喷施。硼肥能促

进油菜的生长发育，显著提高油菜产量，

增加出油率，但切记一定要购买合格的

硼肥。”针对全省油菜产业的情况，江西

省农科院作物所首席研究员、国家油菜

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宋来强给当地农

户支了几招。“不仅如此，最后还要做好

病虫害防治工作。”宋来强嘱咐农户，油

菜进入初花期，是实施“一促四防”的最

佳时期，通过喷施硼肥、磷酸二氢钾、植

物生长调节剂、杀虫剂、杀菌剂等，促进生

长，防止油菜“花而不实”，防菌核病，防早

衰，防高温逼熟。

江西省农科院相关负责人说，下一

步，江西将聚焦打造“扎根乡村农科院”

项目，选优配强科技特派员队伍，深入基

层一线和农业企业，手把手提供精准技

术服务，指导培训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

带头人 4000 人次以上，持续打造一批科

技服务典型示范样板，组建科技应急救

灾专家队伍，储备一批救灾关键技术和

农资，提升农业生产服务和科技应急救

灾能力。

省里的专家下田来“把脉”了

农村发展，最缺的是人才，农民致富，

最盼的也是人才。

江西打破行业、地域、身份等限制，先后

引进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福建农业科学院

等科研院所的10名外省科技人员担任科技

特派员，壮大江西省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

究所高级农艺师苏海兰，是一名 80后科技

特派员。她从小跟母亲干农活，知道农民

很辛苦，梦想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工作十

几年来，她一直在基层一线做中药材栽培

研究与应用推广工作。

这些年，苏海兰团队一直在研究和指

导林下种植珍稀濒危中药材“七叶一枝

花”。在科技部农村司的大力支持下，他

们把成果推广到福建、江西等省份，促进

林下经济发展。

苏海兰带着团队和种苗，来到了数百

公里外的井冈山，从最初的选址到开始种

植，她都全程参与，手把手帮助当地迈出

了第一步。

“林下种植要因地制宜利用空间，整

畦应尽可能整高到 20厘米以上，株距保持

在 20—30 厘米之间，以这块地的宽度，我

们可以种植两排中药材。”苏海兰弯着腰，

指导当地林业技术人员、合作社社员种植

中药材。

苏海兰问：“现在还有什么问题？”村

民答：“植株长势不太行。”

苏海兰当即给出建议：“我们现在把

这一棵当作试验品挖起来，看看根的芽头

在种植过程中有没有被机械损伤。有伤

“几百公里外的中药苗咋样了”

在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有十里飘香

的葡萄园。进入冬季以后，生长了一年的

葡萄已经完全落叶，树形结构紊乱，营养

向根部回流，树体逐渐进入休眠期。此

时，做好冬季农事管理异常重要，这对来

年的葡萄丰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到了冬季，就得给葡萄进行冬剪，枝

条的去留取决于葡萄的长势和年份，一般

来说，长势越好枝条越多，壮枝长留，瘦枝

短留。然后，农户要用稀释后的石硫合剂

对园内的地面、棚架及植株进行一次全面

的喷雾消毒，达到灭菌、杀虫卵的目的。”

近日，在当地的葡萄种植大棚内，科技特

派员、上饶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院

长、上饶农业技术创新研究院院长陈凯带

着果农一边修剪葡萄枝条一边说，如何科

学管理果园，是农户最关心的事，这不仅

和当年的收入直接相关，更会对来年的收

成有影响。“修剪、病虫害预防、施肥、抗寒

得一步一个脚印，少一步都不行。”一顿忙

乎下来，陈凯的额头已沁出汗水。

这只是科技特派员为农服务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江西省科技厅把深化科技

特 派 员 制 度 作 为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具体实践，采取“政策保障、选派模式、

扶持方式、搭建平台”四方面创新举措，

以人才振兴助推乡村振兴，着力激发广

大 科 技 特 派 员 的 服 务 热 情 和 创 新 创 业

活力。近三年，累计选派省级科技特派

员 4179 人次，下达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

10770 万元。

截至 2023 年 1 月，江西省已有 58 个

乡 镇 、413 家 合 作 社 、1131 家 企 业 、2179

名 科 技 人 员 在 江 西 省 科 技 特 派 员 管 理

服务平台登记注册，实现了科技人才、

农村科技服务供需的信息化、网络化、

手机化。

江西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到

2025 年，全省科技特派员队伍将更加精

干。江西省每年会按需选派省级科技特

派员 1000名左右，组建规模和结构更加合

理的省级科技特派团 150 个左右，引领带

动市、县、区培养本级科技特派员队伍。

届时，科技特派员制度将更加完善，组织

模式、评估体系、管理制度、支持措施、激

励政策会不断优化，政府引导、市场驱动、

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科技特派员创新创

业新局面有望进一步形成。下一步，江西

省会进一步优化科技特派员政策环境，进

一步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让科技服

务更加高效。

科特派在葡萄大棚里挥洒汗水

护农春雨洒向赣鄱大地护农春雨洒向赣鄱大地

的话，渐渐地，植株就吸不上来水了。”

每次从福建来到井冈山，她都会第一

时间查看药材的长势。

“输血”只能缓一时之难，“造血”才

能解永久之困，要变“授之以鱼”为“授之

以渔”。苏海兰总结了经验，为了让井冈

山种植的中药材得到长久保障，她在当

地培养出了 9 名专家型乡土人才，建设示

范基地 4 个，推广种植近 400 亩“七叶一

枝花”。

“我经常跟对口的农户说，有需要就

找我们，因为我们是科技特派员，有义

务、有责任为大家服务。”苏海兰说，她有

一个梦想：通过努力，让“七叶一枝花”这

一稀缺名贵药材，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的

致富之花。

1 月 29 日，走进位于甘肃省渭源县路园镇的渭源县现代农业产

业园温暖的大棚内，一畦畦青绿的蔬菜翠色欲滴。渭源县科技特派

员农特产品技术服务团团长黄云波和他的团队正在与产业园内的群

众一起查看蔬菜长势，向农户讲解冬季温室蔬菜种植病虫害防治、节

本增效等适宜适用技术。

“普通的娃娃菜亩均收入在 0.8 万元至 1 万元左右，科技特派员

采用新的育苗种植技术后，亩均收入可达到 1.5万元。”路园镇蔬菜基

地大棚管理员董平安说，现在正值娃娃菜上市的关键时期，老黄每天

都提早赶到大棚内看长势，手把手教技术、传经验。

自 2015 年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黄云波经常往田间地头跑，帮

助菜农不断试验种植适宜的新品种。

黄云波深知要把当地产业做大做强，就必须让它自身具备“造血

干细胞”，让科技支撑产业发展，让技术真正有用于民。

“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要把学到的知识传播出去，努力发

挥党员的示范作用，用自己的特长提供技术支持。”黄云波说，“千方

百计解决难题，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实实在在为大家做点事。”

多年来，他以培育、售后及技术服务为基础，以科技示范为载体，

在路园镇修建钢拱架塑料大棚 4座，全部采用新的种植技术，种植引

进的优质品种。大棚产量年年攀升，每年农户在蔬菜上的收益达

7000余元。

“这些年来，黄云波紧跟党的政策，积极引进蔬菜新品种并进行

推广，市场需求增加，价格也提高了许多，新品种较老旧品种净增 6

成以上。”渭源县路园镇党委书记王小明说。

“群众需求在哪里，课堂就开到哪里!”种植蔬菜，如何把控施肥

技术？防治病虫害有哪些技巧？在胜利村党群服务中心，黄云波与

种植户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并总结经验。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黄

云波拿出手机对大家说：“请大家进入这个蔬菜种植交流群，今后遇

到问题及时发到群里，我会给出相应的建议。”

科技特派员黄云波不仅面对面、手把手给群众授课，更利用微信

群、直播等网络形式，将困难问题解决在田间地头。

这番“输血强基”式帮扶，也带动了当地的一批群众，使他们成了

“土专家”。

“我种植辣椒有十多年了，之前一直是自己摸索门道，黄云波来

到我们镇当科技特派员后，平时遇到种植技术难题，他都会积极给

我答疑解惑。现在我也能够给其他种植户讲解技术，这也是对我所

学知识的检验。”路园镇“土专家”李尚感慨地说。

现在路园镇的大多数种植户可熟练掌握土壤改良、水肥管理、病

虫防治等技术。科技特派员不仅帮助蔬菜基地走上了正轨，还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去年，渭源县路园镇蔬菜种植基地迎来收获期，

收入可达 50万余元。

据了解，以“四群八链”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为抓手，渭源县积极培

育科技特派员示范点、示范基地，建立县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强化科技特派员在适用适宜技术方面的推广力度，以高水平的

科技服务全面助力全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黄云波：

用技术架起增收致富的桥梁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王 静

科技日报讯 （何其南 王建平 记者谢开飞）2 月 9 日，福建省泉

州市科技局公布了 2022 年度全市科技特派员正向激励考评结果。

通过对全市所辖 13 个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进行考评，该局决定

分别给予南安市、德化县、惠安县科技管理部门 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奖励。

据悉，此次考评内容设定分为五部分：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创新

选认工作成效、落实利益共享机制、强化服务引领机制、其他加扣分

情况。考评实行评分制，设置基础分、绩效分和加扣分。2021年度选

认的市级科技特派员优秀、良好等次占比分别为 30%、60%。目前，该

市 2名科技特派员获评福建省“最美科技特派员”、7名获省科技特派

员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通报表扬、3 个案例获评福建省科技

特派员工作优秀案例、2 个团队获评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助力产业转

型示范点。

去年，泉州市扎实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建设，在全省率先将

服务延伸拓展到二、三产业，率先开展法人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基础

上，启动揭榜式选认、设立利益共同体运营补助等创新性举措。泉州

市着力打造“一县一业一基地一团队”示范点，新选认省级科技特派

员个人 252 个、法人（团队）86 个，市级科技特派员个人 575 个、法人

（团队）27 个、工作站 21 个。该市先后争取或下达省、市科技特派员

专项资金 1466万元，下达经费较往年提前 2个月，让科技特派员第一

时间享受到政策红利。

最高奖励50万元

泉州对科特派工作进行正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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