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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已至，科技特派员助农不停歇。今年以来，贵州省清镇市坚

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通过整合省市级科技特派员，组成科技特派

员服务团，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受到了农户的欢迎。

“夏天天气热，我们种的芹菜烂根了，幸亏程老师帮我们解决了

问题，这下芹菜收成有保障了。”清镇市站街镇杉树村村民杨权富口

中的程老师，是下沉到当地开展技术服务的省级科技特派员程斌。

当地农户对芹菜种植有很大的热情，但苦于缺乏相应技术，种植出来

的芹菜经常出现烂根、弱苗等现象。为了帮助乡亲们解决问题，程斌

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问诊把脉”，并免费为农户提供了“黔绿 1 号”

芹菜新品种，每亩每茬促农增收 3000元以上。

截至目前，清镇市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共深入田间地头服务 276

次，解决具体技术问题 25个，组织示范推广新品种 18个，建成新品种

（新技术）集成示范基地 5 个。除了开展技术服务，服务团队还依托

派出单位资源优势，打造一种一养两个创新示范基地，加速农业新品

种、新技术、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和示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工作力度，让技术人

才下沉到乡村振兴第一线，使技术需求与技术服务快速精准对接，不断

提升农业产业经济效益。”清镇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瞿吟洁表示。

贵州清镇：

人才下沉一线，科技辐射田间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把论文写在广阔的黑土地上，把创新

动能播撒到田间地头。7 月 3 日，记者获悉，2023 年黑土地科技特派

团培训班日前在辽宁省抚顺市雷锋学院开班。依托雷锋学院，由中

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辽宁省科技厅和抚顺市政府共同建设的全国

骨干科技特派员（抚顺）培训基地在开班式上揭牌。

黑土地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和“稳压器”，是高质量

完成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的重要保障。中国农村技术开

发中心主任邓小明表示，黑土地科技特派团成员肩负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落地的重要职责，要把发扬雷锋精神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相结合，

深入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落地工作。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辽宁省科技厅在全国首创了首席科技

特派员、科技特派团、科技特派组、农民技术员培训“四位一体”工作模

式。辽宁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冯文胜表示，要持续丰富科技特派员制度

内涵，不断加大科技特派员工作力度，为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新突破

塑造科技动能，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更多更好的典型和经验。

抚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键表示，要充分利用雷锋精神发祥地优

质培训资源，全力加强全国骨干科技特派员（抚顺）培训基地建设，着

力打造立足辽宁、辐射东北、服务全国的高水平、专业化骨干科技特

派员培训基地。

培训中，相关专家详细解读了国家科技特派员制度以及科技特

派员服务乡村振兴的典型做法和成功经验。东北四省（区）黑土地科

技特派团团长系统介绍了本省（区）黑土地保护利用现状和技术需

求，并围绕加强协同攻关、推动成果转化落地等专题进行分组交流研

讨。黑土地专项管理团队和财务专家分别开展了项目一体化实施和

财务管理培训。

本次培训由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和辽宁省科技厅共同主办，

四省（区）黑土地科技特派团成员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黑土地保护

与利用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参研人员以及辽宁省骨干科技特派员代

表 150余人参加培训。

全国骨干科特派培训基地揭牌

“怎么提高茶树苗存活率？”“这个品

种的茶树抗旱性好不好？”日前，在西藏昌

都新区 C 坝区农业科技园地头，一场由福

建省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援藏干部李小稳

带来的高原生态茶种植技术集成与示范

推广培训正在举行，专家与广大基层科技

特派员就农牧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进行现场交流，这是科技特派员指导当地

茶农提高茶叶品质和产量的一个缩影。

科技特派员深入基层，为农牧民送政策、

送技术、送信息、送服务，为农牧民增收致

富和乡村振兴带去希望。

强本领，为科技特派员
开班授课

前不久，昌都市 2023年度科技特派员

现场培训会在昌都市察雅县开班。在当天

的培训中，察雅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

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西红柿、辣椒、

白菜等设施蔬菜栽培育苗、病虫害防治、科

学用肥、促进高产等各个环节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参加培训的基层科技特派员

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开阔了眼界，增强

了对蔬菜种植技术的了解，进一步提高了

蔬菜的栽培管理技术水平。

近年来，昌都市高度重视基层科技特

派员人才队伍建设及培训工作，征集了

培训需求，制定了培训方案，并遴选区内

外高层次科技管理专家，精心编制了培

训课件。

通过培训，昌都市广大乡村科技特派

员的科技政策领会程度、科技业务水平明

显提升，对推动昌都市科技特派员工作向

纵深开展，提高科技服务成效发挥了积极

作用。三年来，昌都市共为 122 个乡镇、

505个村（居）、91个农牧民合作组织，举办

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 400 余次，发放藏汉

文资料 3800余份，受益群众 3.5万余人，培

训科技致富带头人 542 人，轮训科技特派

员 1182人，建立康巴香猪、鸡、黄牛改良示

范基地及阿旺绵羊补饲育肥和良种示范

基地 31 个，建成优质牧草种植基地 600 余

亩，天然草场免耕补播基地 2800 余亩，草

场围栏面积 6000余亩，取得良好效果。

兴产业，科特派服务产
业链

在昌都新区农业科技园占地两亩的

温室里，种植着春闺、金牡丹、瑞香、九龙

袍、黄玫瑰、金冠茶、福鼎大毫茶等 7 个福

建茶树品种。这是 2022 年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杨如兴领衔的科

技特派员团队对接昌都市后，引进示范的

茶树品种，目标是筛选出适合在昌都种植

的福建高香多茶类适制茶树品种。

昌都海拔高、降雨量少、土壤普遍偏

碱性，而茶树具有喜酸性土壤、喜湿性特

性。为此，福建科技特派员团队提供了一

系列土壤处理和水分管理的方法。昌都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邓洪英介

绍，相关方法包括将草炭土掺到大棚内的

土壤中以及在水里加入适当的硫酸铝进

行浇灌。

杨如兴表示，昌都市大棚茶树种植已

经初获成功，接下来，他将探索成本较低

的露天种植技术模式。

“什么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在洛

隆县测土配方与良种推广项目现场，家

住昌都市洛隆县孜托镇朗措村的农户边

巴问道。西藏袁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科技特派员李邵峰细心地解释道：“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是以土壤养分为基础，

科学制定肥料氮磷钾比例和施肥量，实

现科学施肥。通俗地讲，就是作物缺什

么补什么，需多少施多少。这还可以提

高肥料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不

合理用肥，起到增产增收的作用。”

当前，一支支活跃在昌都市的科技

特派员团队，立足昌都市所需，筛选提供

适种品种、制定种植标准、改良配套加工

工艺等全链条技术，旨在形成全产业链

开发技术体系和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周

边乡村发展、农牧民增收致富，服务精准

扶贫事业。

昌都市科技局局长四郎江村介绍，

2022 年，昌都市制定出台《昌都市农牧民

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以拓宽科技特派员选派渠道、夯实基层科

技服务体系为导向，从财政投入、政策激

励、培训提升等方面，不断优化科技特派

员创新创业软环境，聚焦重点产业集群、

特色产业发展，构建科技特派员全产业链

服务新格局，为打造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

样板贡献力量。

西藏昌都：

为科特派“充电蓄能”助农牧民增收致富

夏日的陇右重镇——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花香满

城，洮河水清凉绵延，在洮河两岸，活跃着一支科技特派

员队伍。

“无论组织派我到哪儿，我都当作一种历练，一定要

干出一番模样来。”自 2019年被选派到临洮超大智慧农场

新添基地以来，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科技特派员杨花莲

针对当地蔬菜育苗分散、育苗成本高、育苗设施简陋等问

题，积极组建农机农艺结合的科技服务团，开展技术示

范，有效激发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活力。

像杨花莲这样守着初心梦想，扎根乡村的基层科技

工作者，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农村发展最缺的是人才，农民致富最盼的也是人

才。“从 2002 年成为首批科技特派员试点省份之一，甘肃

省将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科技

特派员聚焦科技难题，架起了农民增收致富的科技‘桥梁’。”

甘肃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头连着科技创新、一头连着生产实践，甘肃省科技

特派员以农民实际需求和农村基层实际问题为导向，采

取自下而上的“订单式”精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慧”种田让成果变硕果

灌水下肥不下地、杀虫打药出动无人机、铺膜起垄用

导航、管理使用 App……在杨花莲的带领下，超大智慧农

场耗时、耗力、费钱的“重活”变成了省时、省力、省钱的

“轻活”。这缓解了农村“无人种地”的问题，间接释放了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标准

化经营。

杨花莲带领临洮超大智慧农场新添基地的技术人

员从整地、起垄、铺膜等生产环节入手，集成应用联合收

获机、地膜捡拾机、打药机、移栽机等机械，实现了马铃

薯生产全程机械化；引进以色列耐特菲姆水肥一体化技

术，通过计算机系统将智能管理延伸到农场每个角落。

以结球生菜为例，用上新机械、新技术后，每亩地节约用

水 100 立方米，少用 50%肥料，减少 40%农药用量，产量

却增加了 30%。

在被选派为甘肃省科技特派员的近 20 年里，杨花莲

培育出马铃薯新品种“腾薯 1 号”“腾薯 2 号”，筛选引进蔬

菜新品种 20多个，总结制订冬春茬无公害蒜苗、早熟地膜

马铃薯套种甜玉米、塑料大棚秋延辣椒等栽培模式 10 余

项。

在技术培训方面，杨花莲灵活采取理论学习与田间

实践相结合、教师讲授与课堂互动相结合、参观考察与座

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培训班 160 多次，培训种植户

8000 多人次，培育出全国劳模、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以

及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 1246名、科技致富能人 20名、专业

技术骨干 10多名。

“我的职责不单是把我的科研成果教给农民，更重要

的是把农民培养成懂科技的新型农民。”杨花莲说。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她服务的农场基地因集中示范、展

示了许多名优特新作物品种、无公害生产新技术，吸引了

周边农户前来参观学习，使广大农民迅速熟悉和掌握新

品种的生长特性及高产栽培技术。真正起到了科技人员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模范带头作用，为临洮县高原

夏菜基地建设树立了科技样板。

近年来，甘肃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形成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体系和长效机

制，在农民生产经营中解难题，为“三农”工作助力。正

是依托科技特派员，甘肃省不断将现代农业技术嵌入山

乡村舍、植入田间地头，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

科技“种子”激活土地生产力

春夏交替时节，甘肃省平凉市的一场霜降让农作物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为了防止气温持续走低使作物受

损致灾，平凉市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所长郑琪第一时

间开展实地调查和技术指导。

“降温对小麦生长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小麦正处于孕

穗抽穗期，我们要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进行绿色防护及

统防统治培训，主要目的是保水肥、增营养、促生长、防病

虫、防冻害。”郑琪介绍。

多年来，郑琪扎根基层、服务“三农”，致力于新品种

引进，他所在的小麦育种课题组选育了高产、多抗、优质

冬小麦新品种 7 个。其中，新品种彩色冬小麦“陇紫麦 2

号”蛋白质含量高，富含人体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并且富

含花青素等微量元素，市场前景广阔。2022 年，该品种在

平凉市示范推广 8000 多亩，为全市特色小麦产业发展提

供了技术保障，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科技特派员“往下跑”，推动现代农业“向上走”。自

2010 年通过人才引进就职于平凉市农科院以来，郑琪先

后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多个国家级、省级重点项目，被评为

“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甘肃省第二层次领军人才。2016

年以来，郑琪每年都被选派为“三区”科技人才。重任在

身，他不畏严寒酷暑赴平凉市泾川县高平镇上湾村、庄浪

县柳梁镇河湾村等村镇开展新品种示范推广和科技培训

工作。

“如果脚上不经常沾点儿泥，身上不经常带点儿土，

不晒晒‘健康黑’，不闻闻泥土的芬芳，就不是一名合格的

‘三区’科技人才。”郑琪笑着对记者说。

智囊团“把脉”解农忧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丰农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内，富士苹果树长势喜人，一颗颗包裹在纸袋里的苹果挂

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在果林中，对果树进行除草和病虫

害防治工作，对没包裹严实的苹果重新套袋。

天水市果树研究所的“三区”科技人才赵向东在果树

下回忆道：“近年来，当地连续遭受冰雹灾害，果树受灾严

重，我们‘三区’服务团队第一时间帮助果农做好灾后农

业生产自救工作，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在专业团队的悉心照料下，受灾果树的部分伤面接

近完全愈合，树势也趋于健壮，枝类比更合理，短枝数量

迅速增加，村民的收入未受到太多影响。

初夏时节，秦岭山脉北麓刚刚裹上绿装，同为天水市

果树研究所工作人员、“三区”科技人才的张守江来到天

水市麦积区元龙镇红星村富士苹果园，就被果农们围住。

“这棵树花芽还很多，趁时间还充裕，一定要细致修

剪，这样做是为明年的疏花打基础。”针对果农们提出的

夏季果树修剪、病虫害防护等诸多问题，他耐心地一一解

答指导。

出食村位于天水市秦安县千户镇东南部，种有花椒

1560亩，苹果 1470亩，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该村虽然

光照充足，气候适宜种植花椒、苹果，但交通不便，严重影

响了作物的运输。张守江通过多次调查走访，为交通等

自然条件较差的区域的村民们量身定制解决方案。由于

花椒转运时轻巧方便，干椒好存放，市场需求量大，张守

江动员老乡多种花椒。伴随着花椒的清香，村民们的钱

袋子也鼓了起来。

科特派制度实施 20 多年来，像赵向东和张守江这样

的案例在甘肃的山坳林田间已屡见不鲜。各地纷纷为科

技特派员搭建施展才能的舞台。2022 年，天水市果树研

究所共选派 22 名中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深入天水市一

区五县、10 个乡镇、57 个农民合作社开展果树技术服务，

为受援点及辐射村镇提供农业科技图书 1.4 万多册，举办

各类培训班 162期，培训果农 4900多人次。科技特派员成

了服务乡村振兴的一支科技铁军。

做给农民看，教会农民干，帮着农民赚。2021 年以

来，甘肃省坚持以“项目+科特派+企业（合作社）+农户”

“企业（合作社）+农户+科特派”等多种模式，把科技创新

的动能注入农村田间地头。如今，科技特派员制度在陇

原大地开花结果。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甘肃省科技特

派员累计培养示范户 1万多户、建成示范基地 150个、推广

新技术和新产品 2000 余项，有效推动科技成果更好地转

化为农业生产力。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科

技特派员为“科”、为“农”的初心始终不变。他们在山川

林田间“种”科技，为乡村振兴赋能添智。

在陇原大地上在陇原大地上““种种””科技科技
——记甘肃省科特派服务“三农”的生动实践

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双岘镇李咀村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双岘镇李咀村，，果农采摘苹果果农采摘苹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王毅王毅摄摄））

“多亏科技特派团的李荣同教授的精心指导，今年我种的草菇又

获丰收，比往年多挣近 20万元。”6月 29日，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湖坊

乡食用菌种植大户孙云龙又卖出了一车新鲜草菇。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坚持科技特派员的“为民”目标、“科

技”属性、“特派”特色，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研平台建

设，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绿色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

该县以产业建平台、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促发展，同时依托科

技特派团等专家技术团队，组织开展食用菌栽培、胭脂柚种植等实用

技术培训。截至目前，该县累计培训乡村干部、农业致富带头人、脱

贫户等 5000余人次，农村实用人才 3040人，涌现出许多能生产、懂技

术的“土专家”，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撑。

此外，该县探索并成功推行“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农业龙头企

业+示范基地+农户（脱贫户）”模式，布局并建设一批创新平台，有效

促进农业科技人才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引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

术、新成果 30 余项，解决各类农业技术问题 200 多个，服务脱贫人口

1200余人，带动 4000多户农户（脱贫户）发展各类农业种养业。

6月22日，在黎川县东鑫电子商务园的远程数据管理中心墙壁的

大屏幕上，详细显示着各种农产品的种植管理、汽车配送以及各个直销

点销售等情况，这套系统将品控体系、物流体系、销售体系等成功串联

在一起，改变了过去传统的管理和销售模式。而该系统就是江西省科

技特派团黎川蔬菜团发动全团和东华理工大学的科研力量，共同为这

里专门打造的一个智能化管理平台。该系统解决了农产品溯源、生鲜

配送和资金管理问题。消费者通过扫二维码，就知道这个产品的生产

销售和流通情况，信息一目了然，消费者可放心购买。

黎川县坚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聚焦当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产业，推进产业提质增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食用菌、

胭脂柚、黎米、香榧以及时鲜蔬菜等一大批特色产业，不仅对当地村

民产生了辐射带动效应，而且大幅提升了产业品牌价值。

江西黎川：

科技铺就特色农业发展路

西藏的农民在采摘茶叶西藏的农民在采摘茶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侯捷侯捷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