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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科特派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贵州创新科技特派员管理模

式，从“组团式”选派、“组团式”服务

两个方面深化“组团式”帮扶内涵，

让科技人员“下得去”，让走向农村

的实用技术“用得着”，让派下去的

科技人员“留得住”，让科技在田间

地头“推得开”。

石永宏
贵州省科技厅农业农村科技处副处长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张德武

◎本报记者 滕继濮 实习记者 韩 荣

2月 6日，企业科技特派员张继龙就马不停蹄赶到了山西省吕梁

市汾阳市，为当地的科技企业支招解题。

“新的一年，企业开工前景一片大好，但要想高质量发展必须要

以科技为先，这次去就是要了解企业真正的科技需求，为他们支招。”

张继龙说。

到达汾阳市后，张继龙的第一站来到了绿健体育产业科技（山

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健体育）。它是山西省内唯一一家从事地

坪材料、塑胶跑道材料研发生产的企业，但在几年前它还只是一家名

不见经传的小企业。

把课堂搬到生产一线

2021年，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副教授张继龙来到绿健体育

调研，发现该企业的员工普遍存在对相关专业知识了解不足的情况。

“员工们只知道如何操作，却不知道其背后的原理，在操作过程

中刻板地遵循操作规程，成品率相对不高。”张继龙回忆。

为此，张继龙联系了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马彦龙，邀请

他针对生产地坪和塑胶跑道的主要成分聚氨酯为企业讲一堂课。

在马彦龙的课堂中，企业员工不仅知其然还做到了知其所以

然。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员工们一开始不知从何问起，慢慢地也通过

提问掌握了知识。

不仅如此，马彦龙在后续服务企业的过程中，还意外发现自己的

一项专利成果与企业的生产方向不谋而合，如果应用到企业的生产

中将大大提升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帮助企业实现从生产到研发的

大跨越。

“一般地坪和橡胶跑道使用的原材料中有一种叫 MOCA 的扩链

剂，它像胶水一样可以把粉碎的聚氨酯材料黏合在一起，但这种扩链剂

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入了致癌物清单。”绿健体育总经

理赵文森介绍，在马彦龙的专利技术的支持下，公司研究出一种更为环

保的扩链剂产品，并在之前的基础上缩短了“胶水”固化的时间。

此外，受气温影响，地坪或橡胶跑道铺设到地面后很难短时间固

化，经常出现跑道铺设不平整的现象。正因如此，企业在冬季不得不

停工。

赵文森介绍，马彦龙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和同行以及相关企业进行

了多次讨论研究，最终在已有专利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制备彩色橡胶地

砖的方法。在冬季室外不适合施工作业时，企业可以将成品制作为方

砖，待到来年春暖花开就可以在室外快速施工，实现停工不停产。

“有了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支持，我们企业也有了自己的专利，目

前已发表了两篇成果论文，手头在写的还有三四个。”赵文森说。

在转型发展中蹚出一条新路

事实上，企业获得科研力量支撑，得益于 2021 年太原理工大学

与吕梁市委市政府签订的企业科技特派员项目。太原理工大学面向

吕梁市全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派遣科技特派员入驻企业开展科技

创新服务，实现校企人才对接，促进政产学研用深入合作，让吕梁在

转型发展中率先蹚出一条新路。

据了解，山西省吕梁市与太原理工大学启动实施企业科技特派

员项目以来，市校双方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强化成果转化、优化服务

保障，并成立太原理工大学吕梁产业技术研究院。在服务期间，太原

理工大学 120余名专家学者常态化深入 13个县（市、区）驻地企业，在

生产一线播撒创新火种。

截至 2022年底，仅对接吕梁市汾阳市的 13个科技特派员小组入

企服务就达 700 余次，对企业 300 余项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对接合作

项目 70余项。

在科研力量支撑下，汾阳市企业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作为

科技特派员，马彦龙感觉很自豪。

“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得到转化，我感到非常

骄傲。”马彦龙表示，作为科技特派员，下一步他还将加强与企业的联

系，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的步伐，助力企业不断提升“科技含量”。

教授进车间

在生产一线播撒创新火种

2 月 27 日，正值拱圆大棚早春蔬菜春耕春种时期。为了给当地

蔬菜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山东省科技特派员、泰安市农业科学院蔬

菜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谷端银博士，这几日一直奔波于泰安市

良庄镇、范镇等蔬菜种植乡镇。谷端银带着研究生采集大棚土壤样

品，了解蔬菜种植大户的品种需求，同时对种植户遇到的蔬菜栽培技

术问题提供指导。

泰安市蔬菜种植历史悠久。设施蔬菜种植在泰安也已有 30 余

年历史，其中大中拱棚蔬菜周年种植是设施蔬菜种植的重要形式，每

年全市大中拱棚播种面积近 40万亩。

谷端银等研究人员在泰安市主要蔬菜乡镇采集了土壤样品、进

行了养分测定，下一步，还要对泰安市主要设施蔬菜种植模式下的土

壤养分情况进行评价，对蔬菜种植户肥料高效施用及栽培技术进行

科学指导，为泰安市设施蔬菜优质高效生产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自 2017年开展科技扶贫工作以来，谷端银先后作为山东省西部

经济隆起带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区域科技人员、省科技特派员，在泰安

市四区县 7 个村、2 家企业进行定点科技帮扶，围绕村、企，特别是脱

贫攻坚重点区域优势特色产业需求，常年在泰安市蔬菜种植区域进

行科技服务。通过开展新品种、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引进，科技培训和

技术指导等工作，其科技特派员工作绩效连续 3 年被山东省科技厅

评价为优秀。

人勤春来早

山东科特派春耕指导忙如何让科技走进田间地头，帮助农民

走上致富路？

甘肃省定西市的回答是：打造乡村振

兴“智囊团”，让科技创新要素与乡村产业

实现“零距离”对接。

2月 22日，定西市科技局召开“三抓三

促”行动动员部署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开

展“三抓三促”行动与科技创新发展统筹

起来，全面提升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和科技

创新整体实力。

长期以来，定西市注重开展科技工

作。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 2022 年 3 月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选

派以来，该市依托科技特派团的专业优

势，加快全市农业科技创新推广和成果转

化运用的步伐，集中力量攻克产业发展中

的困难和问题，指导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

持续稳定增收，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

了科技基础。

上下联动建强机制

科技特派团工作在定西市启动以来，

定西市委高度重视，积极对接、全面统筹，

建立起“一对一”的长效工作服务机制，把

保障支持科技特派团工作纳入党委人才

工作协调机制，并将其作为人才工作目标

责任制考核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的重要

内容。

在定西市委的统一领导下，通渭、渭

源、岷县 3 个帮扶县各确定 1 名县级领导

班子成员作为召集人，市县各相关部门

分别确定联络员，具体负责与科技特派

团的沟通联系工作。组织、农业、科技部

门合力抓，均与科技特派团签订了服务

承诺书，并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及时召开

启动对接会议，强化调度推进，确保工作

落实。

从“单兵作战”到“组团服务”，科技特

派团成员包乡联村机制深入基层，深得人

心。47名科技特派团成员联系全市 119个

乡镇、1887 个村，11 个产业小组积极主动

对接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全程精准

指导服务。

“对症下药”破解难题

瞄准乡村产业发展痛点，科技特派团

“对症下药”。岷县是国内中蜂养殖专家

公认的优质蜂蜜产区之一，全县 18个乡镇

均有中蜂养殖产业，但长期以来，村民以

“粗养”为主要养殖方式，经济效益不佳。

围绕产业发展瓶颈，科技特派团以

中蜂继箱养殖技术和越冬春繁技术为切

入点，线上线下开展培训，合作社、企业

带头听，周边农户跟上学，经过一系列的

对症“治疗”，当地中蜂群体生长及繁殖

性能明显提高，蜂产业酿出了村民的“甜

蜜”生活。

这仅是科技特派团“药到病除”的案

例之一。在良种培育、新型肥药、设施农

业等方面，科技特派团加强技术攻关，解

决关键技术问题 31个，转化应用科研技术

成果 10 项，形成系列化标准化成果并在 3

个重点帮扶县转化应用。与此同时，科技

特派团强化品种技术引进推广工作，先后

引进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作物的优良品

种 53 个，示范推广新技术 10 项，助推定西

市农业全面提质增效。

“土专家”“田秀才”脱颖而出

眼下，忙碌在通渭县的 23名科技特派

员针对当地产业发展需求，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点菜式”互动交流，打通科技服务

“最后一公里”。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科技

特派团通过专题讲座、线上线下辅导、示

范服务、现场指导、带动参与等各种方式

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和本土人才的帮带工

作，与各县区科技、农业农村、畜牧兽医等

单位的专业技术骨干结成帮扶对子，结对

帮带本土科技骨干人员 62名，对接帮扶家

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等新型经

营主体 277 家，举办各类培训 85 期，培训

本土人才、合作社负责人和农户 1618 人

次，帮带培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致

富能手等 300 余人，越来越多的“土专家”

“田秀才”脱颖而出。

整合资源多轮驱动

科 技 特 派 团 不 仅“ 传 经 ”，而 且“ 送

宝”。围绕马铃薯、中药材、畜草等特色

优势产业的科技需求，科技特派团整合

涉农优势力量，建立中心示范基地、搭建

对接交流平台、攻克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多 轮 驱 动 形 成 合 力 ，做 大 做 强 优 势 产

业。2022 年，在科技特派团的积极对接

下，“渭源县寒区马铃薯种薯繁育提质增

效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成功申报为科

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争取到科技扶

持资金 300 万元。

“带资源、带技术、带成果、带项目”开

展科技服务，“联基地、联产业、联项目、联

乡镇、联合作社”高效推进乡村产业追赶

发展，科技特派团坚持多点发力，培育了

一批优势特色产业、转化了一批科技创新

成果、发展了一批经济合作组织、培养了

一批科技创业人才、帮带了一批新型农

民，定西市乡村产业的一池春水被激活，

乡村振兴的金色田野流光溢彩。

倾心帮带乡土人才，大力发展乡村产业

乡村振兴路上，他们送来科技“锦囊”

2月 6日，贵州省科技厅聚焦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

点项目，组织召开了科技人才工作部署会。引进和培养

科技人才是贵州省的重点工作，科技特派员工作就是其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 2020年起，科技特派员工作连续 3年作为贵州省政

府“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贵州对科

技特派员的重视，可见一斑。

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为

乡村振兴凝聚科技力量？

从去年开始，贵州以县为单位采取“一县一团”方式，

统筹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组建科技特派团，对县域特

色产业、1516个乡镇、18091个村、1200家涉农重点企业实

现了全覆盖。自此，在贵州，科技特派员从以往的“单兵

作战”向“团队作战”转变。

如今，贵州科技特派员组团走进田间地头，为乡村振

兴“把脉问诊”。这种“组团式”科技服务背后，隐藏着什

么样的创新密码？

科特派接力呵护空心李子

沿河县地处武陵山腹地，每到盛夏时节，漫山遍野的

空心李子就会挂满枝头。因果肉厚实细腻、酸甜适度，空

心李子深受吃货们追捧，被誉为“人间仙果、李中茅台”，

2013年获得“中国优质李金奖”。

种植面积 10万多亩，分布在十多个乡镇和街道，产业

覆盖 189 个村、19.6 万人，空心李子已经成为带动当地村

民持续增收致富的特色农业支柱产业之一，品牌价值超

过 6亿元。

鲜为人知的是，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的兴起，离不开科

技特派员的接力帮扶。

“张博士就是我们发展空心李产业的‘定海神针’！”

村 民 们 说 的“ 张 博 士 ”，就 是 来 自 铜 仁 学 院 果 树 学 专

业 的 张 绍 阳 。 作 为 省 级 科 技 特 派 员 ，张 绍 阳 长 期 驻

扎 在 沿 河 县 ，与 村 民 们 同 吃 同 住 ，从 病 虫 害 防 治 、修

枝疏果、人工施肥等方面，实时为村民们提供最新最

优 的 技 术 指 导 。 为 了 督 促 村 民 们 管 护 空 心 李 ，张 绍

阳还建立了五六个微信群，每个群里都有 100 多户空

心 李 果 农 。 实 时 的 指 导 和 交 流 ，让 村 民 们 每 时 每 刻

都收获满满。

不过，这些年，空心李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们也迎

来了“幸福的烦恼”。空心李在每年的七八月份集中上

市，由于销售时间较短、难以长时间储存，导致每年都有

几千吨鲜果和次果白白烂掉。每到销售季节，果农们只

能“望果兴叹”。

来自贵州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贺红早研究员努力破

解这一难题。

在沿河县挂任科技副县长并担任省级科特派期间，

贺红早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利用混合发酵工艺，让李子产

酒发酵作用和浸提作用同时进行，有效地提取出李子的

功能成分，最大程度地获取李子中的营养物质。在此基

础上，贺红早成功研发出 12 度空心李果酒，并为其取名

“遇见李”。让贺红早特别高兴的是，“遇见李”的面世，提

高了空心李的附加价值，延伸了产业链，更好地带动广大

群众增收致富。

“科特派会诊室”进驻田间地头

“能看出它有什么不同吗？”

1 月 15 日，在玉屏侗族自治县一处油茶育苗基地里，

刘四黑随手拔出一株油茶苗，教村民们辨别两根分叉的

枝条。

“叶片形状不规则、边缘锯齿稀疏的是假苗，必须除

掉。”刘四黑苦口婆心，村民们则心悦诚服。

玉屏侗族自治县是“中国油茶之乡”。截至目前，全

县油茶种植面积达 23.45 万亩，年产茶油 1374 吨，综合产

值 5.35亿元，是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过去，由于大部分油茶树木老化、挂果率低下，因此

经济效益不高，一度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提升油茶产业的“科技含量”，势在必行。近年来，

玉屏侗族自治县“组团式”下派科技特派员，让越来越

多的“科特派会诊室”进驻田间地头，为科技创新动能

加码。

由此，科技特派员告别了“单兵作战”的模式。身为

市级科技特派员、玉屏侗族自治县油茶研发中心主任，刘

四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目前，围绕玉屏侗族自治县油茶、黄桃、蔬菜、食用菌

等重点产业，科技特派员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从良种

培育、新型肥药施用、加工贮存、绿色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为村民们答疑解惑，送技术下乡，送服务上门。

今年以来，针对贵州基层农业科技服务短板，结合新

形势下乡村振兴的科技需求，贵州省科技厅联合省委组

织部，以“一县一团”方式向 82个县（市、区）选派科技特派

团，共有 2035名科技特派员精准结对，赴基层开展服务和

帮扶。

“组团式”服务凝聚科技力量

“这种‘组团式’服务的模式，更有利于集中人力、

智力做大事。”贵州省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省级科技

特派员威宁服务团团长范士杰说，根据《科技特派员派

驻协议书》，每位科技特派员都有固定的服务乡镇，但

如果照这样安排，必然会出现科技需求与专家专业不

匹配的情况。

为了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专业特长，经省级科技

特派员威宁服务团研究，范士杰决定打破科技特派员服

务村镇的局限，根据威宁产业发展实际，分别成立马铃

薯、大宗蔬菜、精品水果、特色生态养殖等 7 个产业小组，

按专业划分团内科技特派员，开展精准服务。同时，威宁

服务团创新思路，将零散经费组合在一起，重点帮扶本地

特色产业，打造科技特派员服务典型示范点，集中人力、

智力和财力做实事。“在服务过程中，遇到‘疑难杂症’，大

家还可以群策群力，集中‘把脉问诊’，更容易推动问题的

快速解决。”

一些市区还出政策、出实招，为“组团式”服务保驾护

航。贵阳市白云区探索揭榜制，吸引科技人才和科技特

派员，为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破解技术难题。毕节市建

设“科技特派员之家”，努力以“安居”保障科技特派员“乐

业”。

贵州省科技厅农业农村科技处副处长石永宏说，贵

州创新科技特派员管理模式，从“组团式”选派、“组团式”

服务两个方面深化“组团式”帮扶内涵，让科技人员“下得

去”，让走向农村的实用技术“用得着”，让派下去的科技

人员“留得住”，让科技在田间地头“推得开”。

事实证明，“组团式”服务模式，确实起到了“1+1>2”

的作用。

关岭县科技特派团团长、省农科院副研究员陈佳琴

从省内外引进 30个大豆新品种，建立面积达 600亩的示范

基地，其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基地 300 多亩，综

合亩产值约 1600元，效果显著。纳雍县科技特派团团长、

毕节市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德荣组建的绒毛用

羊产业组，选育出的“贵乾半细毛羊”新品种，成功入选国

家畜禽新品种名录，实现了贵州畜禽品种国家审定“零”

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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