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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彦 云 南 省 科 技 厅

农村科技处处长

于笑潇 福 建 省 龙 岩 市

科技局副局长

张峻山 江 西 省 井 冈 山

市委常委、副市长

尹文辉 湖 南 省 科 技 厅

农村科技处处长

编者按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多年来，一代代科技特派员赓续接

力、服务“三农”，让乡村迸发创新活力。而今，科技特派员制度正在焕发

出更强大的生命力，从“单兵式”作战拓展到“组团式”帮扶，成为科技帮扶

工作的一次重要机制创新，全国各地涌现出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

6 月 26 日，由科技日报社主办，福建省科技厅星火办、龙岩市科技局

承办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建设与实践研讨会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

召开，多位科技特派团代表、农业科技主管部门代表参会。他们围绕科技

特派员制度建设与实践，分享了最新经验和做法。本版今日摘登 6 位代

表的发言，以飨读者。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马爱平、谢开飞整理，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周维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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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南省坚持把科技
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
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
完善坚持科技特派员选派、支
持、管理、保障机制，引导万名科
技人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共计服务支撑 51 个县、6900 多
个村脱贫摘帽，有效促进了粮
食、油菜、茶叶、油茶、中药材、畜
禽、水产等湖南优势特色千亿产
业提质升级，为科技助力精准扶
贫和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湖南省完善坚持“成建制、对
口式、全方位”的选派机制。实现
科技专家服务团对县（市、区）全
覆盖、科技特派员对脱贫村全覆
盖，推动科技特派员由“单兵作
战”向“团队作战”转变，累计服
务企业和合作社 4.86万家，推广
新 技 术 1.2 万 项 ，引 进 新 品 种
5136 个，培训 530 余万人，带动
130 余万农户增收，助力打造了

保靖黄金茶、汝城朝天椒等一批
特色优势产业。

湖南省完善坚持“项目拉
动、载体带动、人才撬动”支持机
制。依托湖湘高层次人才聚集
工程，共引进创新人才285人，支
持经费1.4亿余元。最近一批选
派的 736名“三区”科技人才中，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 2 名，湖湘
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入选者 2
人，省科技领军人才7人，湖湘青
年英才19人。

湖南省完善坚持“明目标、
强考核、激活力”管理机制。签
好“责任状”明目标，用好“指挥
棒”强考核，抓好“放管服”激活
力；将科技特派员基层服务经历
和成效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
容，科技特派员享受量化评审加
分待遇；优先支持科技特派员承
担科技创新平台、人才项目；推
荐先进模范科技特派员作为党
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选。多名优秀科技特派员被
聘为湖南省政府参事。

湖南省完善坚持“强组织、重
培训、广宣传”保障机制。强组
织、稳保障，重培训、增实效，广宣
传、扩影响。开通湖南科技特派
员微信公众号，通过人民日报、新
华网、科技日报等主流媒体和其
他新媒体，广泛宣传科技特派员
创新创业的先进事迹和典型案
例，不断扩大科技特派员工作影
响力。湖南省科技厅荣获“2021
年度‘大美科技特派员’微视频征
集活动优秀组织单位”，3部作品
入选微视频优秀作品。

完善坚持“四个机制”

云南省高度重视科技特派
员制度的落实落地，2022 年，云
南省人民政府将“科技特派员
推进乡村振兴科技服务工作”
列入十大惠民实事，明确要“新
选派科技特派团 20 个，服务‘一
县 一 业 ’，新 选 派 科 技 特 派 员
2000 人 ，服 务‘ 一 村 一 品 ’”；
2023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又将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列入十大
惠民实事，明确要“新选派科技
特 派 团 和 科 技 特 派 队 20 个 以
上、科技特派员 2000 人以上，发
挥科技和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
支撑引领作用”。云南省科技
特派员工作从 2002 年开始试点
至今，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加强
财政资金扶持、强化管理服务，
工作取得一些成效。

自启动科技特派员选派以
来，云南省累计选派科技特派
员近 27500 人次。广大科技特
派员下沉一线，投身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一线，围绕“一县一
业”“一村一品”，服务县域农业
增产和农民增收，将论文写在
云岭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
2022 年以来，云南科技特派员

直接引导、参与创办领办企业
合作社等 300 多家，服务当地企
业、合作社、农民协会等各类生
产经营主体 3800 多家，服务各
类基地 500 多个，开展实用技术
培训农民 190 多万人次，辐射
带动农户 94万余户。

中国工程院院士、洱海流域
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福
锁 2022 年驻扎大理市古生村工
作 270 余天，带领团队围绕高值
作物系统构建与优化、高肥力土
壤与有机肥利用等方面开展联
合攻关工作，一边搞科研，一边
融入村民生活，古生村村支两委
向张福锁颁发了“荣誉村民”证
书。在党的二十大首场“党代表
通道”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
勇向全国人民介绍了一项云南
农业技术新成果——“水稻旱
作”，这是继冬季马铃薯、林下三
七等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后，朱有
勇作为科技特派员带领团队所
取得的又一科技成果，目前水稻
旱作已在全省 59 个县（市、区）
示范种植 53 万亩，为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贡献了云南力量。

截至目前，云南省还先后
分 5 批选派 128 名国际科技特
派员前往老挝、越南、缅甸、斯
里兰卡等 16 个国家，在农作物

和药用植物种植、畜禽养殖、生
物 质 能 、光 伏 太 阳 能 、建 筑 建
材、远程医疗、电子信息等领域
开展科技服务。目前，云南省
累计建立科技示范园、示范基
地、技术试验站 23 个，输出推广
先进适用品种、技术 71 项，引
进新品种 16 个；发挥科技交流
与合作牵线搭桥作用，协助省
内 19 家企业到南亚、东南亚国
家创办 30 个科技型企业。国际
科技特派员多次被各国主流媒
体报道，受到了缅甸、老挝、马
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家政府主
管 部 门 的 高 度 评 价 。 2018 年
11 月，云南师范大学国际科技
特派员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
术推广应用获老挝科技重大成
就奖。

用好“三农”工作的金钥匙

作为一个县级市，井冈山既
是科技部定点帮扶县，又是全国
率先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2022 年 6 月，井冈山市在全
国率先开展国家科技特派员信
息 管 理 服 务 系 统 登 记 试 点 工
作。一直以来，井冈山市始终
牢牢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发展，
聚焦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以科
技创新为支撑，以产业发展为
重 点 ，以 科 技 特 派 团 为 桥 梁 ，
送 政 策 、送 技 术 、送 服 务 ，深
入推进科技特派员体系建设，
持 续 发 挥 科 技 特 派 员 的 智 力
支撑引领作用，让科技特派员
成为井冈山市乡村振兴的“新
引擎”。

近年来通过科技特派员的
实践，井冈山市探索出一些卓
有成效的帮扶模式，带动农户
脱贫致富。一是“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科技特派员甘
忠明以村为单位，把有种植意
愿的贫困户组织起来结成合作
社，吸引了 52 户贫困户参与种

植；科技特派员易伟通过公司
化运作带动养蜂产业实现产业
化转型，全市蜂农由 2019 年 50
户增至 500 余户。二是产业互
助模式。井冈山陇上行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的科技特派员蔡春
风，采用“1+8+48”的产业互助
模式，即 1 个陇上行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8 个村民合作
社、4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同
入 股 组 建 红 墟 坊 乡 村 旅 游 公
司。三是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引
领模式。来自九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科技特派员李玉堂，
向当地农户传授沙土栽培、吊
蔓种植等先进蔬菜种植技术，
提升蔬菜种植效益；井冈山大
学科技特派员赵红霞、康志成
团队为井冈山茶厂自主研发的
研磨式超微粉碎加工设备，获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14 周年精英联赛龙鼎奖全国总
决赛一等奖，通过研磨制粉提
高了夏秋茶的附加值。

井冈山市坚持人才下沉、科
技下乡、服务“三农”，不断夯实
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推动科技
特派员从“单兵作战”向“组团帮

扶”转变。按照“需求导向、精准
对接、双向选择”原则，聚焦“茶
竹果”主导产业及设施蔬菜、林
下经济、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
整合茶叶、果业、水产、现代农
业、蜂产业等产业的科技特派团
和个人科技特派员，以“一县一
团”的建制充分吸纳省市科技特
派团（员）以及本土人才，组建井
冈山市科技特派团。自开展登
记试点以来，人员从组建初期的
53人增至 175人，覆盖各行业部
门、乡（镇）、村、企业等，其中本
地科技特派员扩充至 134人，占
比 76.57%，科技服务队伍持续壮
大、人员结构不断优化。

从“单兵作战”转向“组团帮扶”

近年来，龙岩市科技局在
优化政策环境、改革选认方式、
强 化 载 体 建 设 等 方 面 先 行 先
试，大力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
向纵深发展。

龙岩市在福建省率先成立市
级科技特派员工作专职机构——
龙岩市科技开发与科技特派员服
务中心，具体负责全市各级科技
特派员工作；建立健全市、县科
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乡镇（街道）科技特派员工
作体系建设，凝聚部门和各级
机构强大工作合力；在福建省
率先成 立 龙 岩 市 女 科 技 特 派
员联盟，107 位巾帼科技特派
员以科技助农兴农，服务乡村
振兴；制定《龙岩市深入推行科
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办法》等多
项政策，从拓宽选认渠道、激发
科技特派员创新动能、提高服
务定位、完善体制机制等方面，
提出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
的支撑措施；明确市本级科技
特 派 员 专 项 资 金 规 模 不 少 于
500 万元/年，积极推动设立县

级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优化
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管理，工
作经费既可按科技特派员专项
资 金 管 理 办 法 报 销 ，也 可 按
50％直接实行年度包干使用。

同时，龙岩市坚持以“用”
为导向，围绕乡村振兴和产业
转型需要，持续拓宽科技特派
员选认渠道，不拘一格选认科
技特派员。在选认个人科技特
派员的同时，鼓励个人科技特
派员根据产业发展实际需要，
整合相关科技人才资源，组团
开 展 跨 专 业 、跨 领 域 、跨 区 域
的全方位创业和技术服务，推
动 科 技 特 派 员 从“ 单 人 单 点 ”
服务向“组团联动”服务转变；
首 次 协 同 兴 业 银 行 试 点 开 展
科技特派员金融服务，选聘 50
名兴业银行科特派行业专家，
为 科 技 特 派 员 领 办 、创 办 、服
务 的 经 营 实 体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金融服务；发挥厦门市对口支
持 龙 岩 市 科 技 特 派 员 工 作 优
势，围绕全市特色优势产业，建
设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科技特派
员示范项目（基地、工作站）、综
合服务平台等 43 项，带动建设
产业示范点 63 个，带动项目投

资超 5800万元。
2019 年以来，龙岩市共选

认选派省、市个人科技特派员
2964 人次，选认省、市团队科技
特派员 459 个，法人科技特派员
28 个，建成省级以上星创天地
25 家 ，累 计 推 广 新 品 种 860
个，推广新技术 1306 项，实施
科 技 开 发 项 目 932 项 ，累 计 服
务 农 户 41699 户 ，促 进 4112
户农户增收。“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龙岩市科技
特派员们将秉持初心，坚守使
命，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和产
业转型工作中，在打造有温度
的幸福龙岩中，不断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推进科特派工作向纵深发展

我是河南省食用菌产业科
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来自河
南省农业科学院。我们团对接
帮扶三门峡市卢氏县香菇产业
发展，带动农民致富的经验概
括起来，就是 16个字——“进入
产区、植入产业、长入产品、融
入品牌”。

食用菌产业作为卢氏县传
统特色产业之一，种植历史超过
20年，超 8万人从事香菇种植工
作，但是一直存在“规模大、散户
多，经验种植、靠天收获”的问
题。在卢氏县提出食用菌产业
发展需求后，作为河南省食用菌
领域科研实力最强的团队，2018
年，我团被河南省科技厅正式选
派到卢氏县。

我团对 10 年间全县气温特

点进行分析评估，经过试验分析
发现了菌棒高温“烧菌”坏袋、品
种退化、低产的原因。依托卢氏
县 2000 米 海 拔 落 差 的 区 域 优
势，研发了“集中制棒，垂直纵
深”周年出菇模式。该模式如
今在卢氏已经深入人心，菇农
争相租用村集体、乡镇等修建
的标准大棚种菇。这一模式带
动全县新增制棒企业 22 家，标
准化菇棚五千座，生产规模扩大
三倍达到 3.4 亿棒，鲜菇供应量
30万吨。

今年，我们又为卢氏县量身
定制了“香菇全产业链标准化生
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全县50%
香菇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标准
化生产率达到六成以上。如今
通过品种转让，企业推广，我们
的 香 菇 品 种 占 据 当 地 半 壁 江
山。目前卢氏县香菇已经销售
广东、上海、湖南等全国 16个省

区市。“卢氏香菇”深深打上了科
技特派团的烙印。

6 年来，在特派团的持续帮
扶支持下，卢氏县食用菌产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食用菌规
模由不足1亿棒增加到3.6亿棒，
实现了“三个第一”——生产规
模全省第一、集中制棒能力全省
第一、标准化水平全省第一，成
为卢氏县三大特色产业之首。
培育壮大了信念集团、金海生物
等一批食用菌省级龙头企业，带
动了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
开发就业岗位 2.4 万个，打造了

“卢味珍蕈”县域公共品牌。卢
氏县荣获“全国食用菌产业化建
设示范县”“国家级出口香菇质
量安全示范区”“全国优秀香菇
出口基地县”等称号。全县12万
人从事食用菌产业，60%的农民
60%的收入来自食用菌产业。6.3
万人、158个贫困村全部脱贫，顺

利实现脱贫摘帽，困扰卢氏县千
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
本解决。

通过科技扶贫，我们团队
收获了 10 项研究课题，2 项省
部级科技成果奖，我也成长为
河南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专家，获得了河南省三八红
旗手、巾帼建功标兵、省政府特
殊津贴等荣誉。

以科技铺就强菌富民路
当大家提起食用菌的时候，

想到的可能是一个能够带动乡
村发展的支柱产业，而不仅仅是
一盘菜了。食用菌对经济的贡
献，彰显了三物融合（植物、动
物、菌物）、生态生产在促进人类
可持续发展上的智慧。

在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期
间，我带领的科技特派团开展了
秦岭南麓木耳及食用菌种质资
源调查；帮助县域重点企业制定
木耳生产地方标准及木耳地理
标志地方标准；建立基地、村（社
区）关键技术可视化示范模式；
为柞水黑木耳产业健康发展提
供技术培训和指导；深入柞水
各镇（办）木耳示范基地、田间
地头对食药用菌产业现场开展
技术服务；推动玉木耳栽培并
推介回收渠道；探索宜机化采
收的木耳栽培方式，从源头上
减少人工投入；依托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从全世界采集和收
集木耳类菌株，通过杂交育种、
品种品比试验，为柞水选择出
1—2 个宜栽品种，并在柞水大

面积推广。我们创制新的木耳
杂交品种 10 余个，为柞水木耳
产业发展奠定基础。提供黑木
耳良种繁育关键技术 1 项；加
强适宜柞水本土的良种培育、
疫病防控、加工贮存、补光技术
攻关；开展黑木耳种植及病虫
害防治技术的培训，提高柞水
本地技术员管理水平；考察精
深加工技术先进企业、先进项
目，促成柞水食药用菌精深加
工合作；考察东南亚市场销售
规模与途径，为黑木耳及深加
工产品更好地打开销路。

科技特派团从县域经济总
体发展入手，考虑土地面积、生
态、能源和人口等瓶颈因素，以
13万人口的城镇化比例、实际劳
动能力人口为依据，计算出全域
内的饱和产能约为 1.5 亿袋，提
出了合理的规划方案，并就品
种、产值、产能、人才等要素中的
科技问题，分别支招。我们科技
特派团不仅筛选、试种、推出5个
优秀品种和配套的工厂化制包
全套技术，还全程指导了催耳、
出芽、晒耳、定型、应对特殊天气
等技术环节。科技特派员关心
每天的天气预报，跟踪柞水县千

万袋菌包的情况。科技特派员
的脚步覆盖全县，时间覆盖木耳
整个生长期，做给农民看，带着
农民干，带动了一大批乡村人
才，提高了木耳秀才、木耳土专
家的水平。

科技特派团入驻柞水后，柞
水的木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长袋变短袋，地栽变吊袋，黄
耳变黑耳，憋芽变出芽。随着技
术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该领域
从业人数从 2000 人增长到 1 万
多人，利润从3角变成1元，全县
产 值 和 产 能 都 增 长 了 20 倍 。
2022年，中国食用菌区域品牌价
值榜单显示，柞水品牌价值已经
达到30.42亿元。

把“小木耳”做成“大产业”

孔维丽 河 南 省 食 用 菌

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

李长田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柞水县科技特派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