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个 乡 镇 既 然 需 要 科一 个 乡 镇 既 然 需 要 科

技特派员技特派员，，肯定有困难要解肯定有困难要解

决决。。克服这些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帮助农帮助农

民致富民致富，，正是科技特派员的正是科技特派员的

使命所在使命所在。。

舒妙安
浙江省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动
物科学学院研究员

7责任编辑 骆香茹区 域
2023 年 9 月 6 日 星期三

REGIONAL INNOVATION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洪恒飞 李崇高 杨一之
本报记者 江 耘

◎龚晓艳 本报记者 何星辉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应围绕乡镇、产业和县域不同科技需

求，构建形成‘1人+1乡’‘1团+1业’‘1家+

1 县’等科技特派员服务模式……”8 月 28

日，由浙江省科技厅牵头组织浙江省标准

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编制的《科技特派员

服务和管理规范》（DB33/T 1316—2023）

正式实施。

作为浙江省地方标准，这一规范包含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组织

和人员要求、服务模式、服务要求和管理

要求等 7 个章节，对浙江科技特派员工作

的经验与创新做法进行了总结提炼。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夏

学民表示，科技特派员在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和推进共同富裕等工作中发挥了独

特优势，已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一张“金名片”。

明确“1333”工作体系

2003 年，浙江省科技厅选派首批科技

人员到浙江省欠发达乡镇开展科技帮扶

试点。20年来，浙江不断完善科技特派员

制度，持续迭代精准选派、精准服务、精准

改革、精准保障等机制。科技特派员的内

涵也愈加丰富。

围绕科技特派员工作，浙江已逐步形

成“1333”工作体系，即聚焦“服务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一递进式战

略使命，组建“个人、团队、法人”3 支科技

特派员队伍，形成“1 人+1 乡”“1 团+1 业”

“1 家+1 县”3 种服务模式，实现“服务方式

从线下到线下线上结合、服务区域从浙江

山区 26县到全省域、服务领域从农业到全

产业”3个转变。

截至今年 6 月，浙江省累计派遣科技

特派员 3.9 万人次，投入财政经费 15.36 亿

元，助力农民增收 63.5亿元、企业增效 45.1

亿元。

该规范提出，构建形成“1 人+1 乡”“1

团+1业”“1家+1县”等科技特派员服务模

式，进村入户提供精准科技服务，为农业

特色产业、工业产业集群等提供全产业链

科技服务，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全

方位科技服务。

“以‘1 团+1 业’为例，‘团’顾名思义

是指一批人，按照服务农业和工业区分，

分别指的是团队科技特派员和科技特派

团。”浙江省科技厅农村处负责人介绍，一

批科技特派员围绕当地某个特色产业，各

展所长，分工服务，形成互补。

细化11项服务内容

科技特派员应具体承担哪些工作职

责？该规范明确了技术指导和服务、示范

基地建设、科技研发、人才引进与培养、创

新创业带动等 11项具体内容。

在创新创业带动方面，该规范提出，

“科技特派员可携带技术、项目和资金，通

过技术入股、资金入股、技术承包或租赁

经营等多种形式，在基层创办领办协办科

技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中介

机构等，与基层经营主体结成利益共同

体，服务带动产业发展，或协助服务对象

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创新创业。”

近年来，浙江强化制度创新，推动市

场在科技特派员选派和激励中发挥更大

作用，激发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活力。

同时，该规范突出科技特派员全过程

管理要求和分类动态绩效评估，要求对科

技特派员日常工作进行实时记录、统计监

测，形成年度报告，定期对个人科技特派

员、团队科技特派员和法人科技特派员的

工作表现和服务情况进行综合考评。

浙江省科技厅农村处负责人表示，

《科技特派员服务和管理规范》的制定和

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和引导科技特

派员服务和管理工作，以浙江的探索实践

为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提供浙江方案。

构建“3支队伍”，开展全域服务

科特派工作“浙江标准”实施

蹲在狭窄的田畦上，一旁满是青翠的稻苗，掀开附

卵板后只见三五成群的棘胸蛙四处惊窜，溅起阵阵水

花……近日，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屏南镇横溪村，浙

江省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研究员舒妙安

向科技日报记者展示了高山稻蛙种养基地的试点成果。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番场景并非平

原丘陵地区独有，在海拔 900米的山上也可以看到。这是

舒妙安担任科技特派员 18 年以来，为派驻地方培育的山

区特色产业之一。

谈及初次作为科技特派员去往屏南镇的经历，舒妙

安记忆犹新：2005 年 4 月 28 日从杭州出发，经过几次换

乘，辗转近 9 个小时后，次日终于抵达了浙江海拔最高的

乡镇——屏南镇。从 40 多岁开始从事科技特派员工作，

舒妙安早已习惯星夜赶路，坐长途车往返两地，如今年过

花甲，状态依然年轻，在山间小路行走照样步伐稳健。

“刚到屏南镇，我真有点不知所措——超过一半的村

庄海拔在 800 米以上，全镇的工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也

没有一家农业企业，人均年收入不到 3000 元。”舒妙安回

忆道，起初他担心自己学的水产养殖专业没有用武之地，

但转念一想，一个乡镇既然需要科技特派员，肯定有困难

需要解决。克服这些困难，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正是科技

特派员的使命所在。

白纸作画：绘出高山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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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上旬，记者走访屏南镇周岱村，只见挂满四季豆

的藤蔓连片成荫，村民们提着竹篮、塑料桶采摘，游客接

待中心内刚收来的四季豆垒起成堆，几位老妇人熟练地

分拣打包……

多年来，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是当地高山四季豆采摘

季，也是周岱村留守农民一年中最忙的时段之一。

如今的屏南镇是长三角高山蔬菜主产区，高山四季

豆、高山螺旋椒、高山西红柿等蔬菜种植总面积为 3200多

亩。但万事开头难，让农民愿意种、坚持种高山蔬菜，要

费很大工夫。

利用 2005 年的五一假期，舒妙安走访了镇里绝大多

数村庄，发现当地农民收入来源主要靠种香菇。但随着

生态保护体系的健全，森林禁伐，种菇木料日益紧张，山

区产业面临变成“一张白纸”、重新归零的处境。

当地曾尝试过种植西芹、西瓜、萝卜等蔬果，但由于

蔬果品质不好、运输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等原因均效果不

佳。

“到底能种什么？”接过这个问题，舒妙安思索良久，

偶然看到同事在金华市武义县推广的高山四季豆效益较

好的消息，随即实地考察，了解情况。与乡镇干部商量

后，他们最终决定用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为农户保底，在

屏南镇试种高山四季豆。

“除了当年即可收获这一优点外，它更能利用高海拔

气候优势，与低海拔地区种植的四季豆错峰上市。”舒妙

安解释说，当地农民原先没怎么种过四季豆，心里没底。

前期推广工作从选取田块试点到种植成功，历时约 3年。

时任屏南镇党委书记吴照培回忆道：“我和舒教授

考察田块时，有村民直接说‘不信他们能把四季豆种起

来’。我们也能理解，得用实效使人信服。”

令吴照培欣慰的是，通过邀请专家现场指导、组织农

户外出学习等方式，高山四季豆在屏南镇终于种植成功

并推广开来，成了山区农民的致富“金豆”。

“多年来，屏南镇的高山四季豆亩产量一般在 4000多

斤，亩均利润保持在 1 万元左右，高山蔬菜产业已累计增

加经济效益 5 亿多元，主要销往长三角地区。”舒妙安说，

山高路远的资源劣势终于转变成了经济优势。

学以致用：催生国内首个
“石蛙之乡”

“2009 年，我开始尝试养蛙，在技术细节方面却是门

外汉。”在屏南镇百步村，龙泉市青源石蛙养殖专业合作

社主任何金海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舒妙安主动上门对

接，在蛙场建设、病害防控等方面给予指导。多年来，合

作社经济效益稳步提升，吸纳若干村民在山上就业。

作为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之源的龙泉，溪流纵

横，水质洁净，污染源少，曾是浙江省野生棘胸蛙主产

地。驱车穿越在山道之间，时不时能望见汩汩溪流，乃至

石缝间迸溅而出的山泉。

“棘胸蛙俗称石蛙，对生长环境尤为挑剔。”舒妙安介

绍，石蛙肉质细嫩、营养丰富，价格较高。当地野生石蛙

由于被过度抓捕，数量锐减。如今，养殖石蛙每斤价格为

100多元。

发展石蛙养殖这个念头，舒妙安刚到龙泉时就有过，

但时机、条件尚不成熟，只得暂时搁置。2008 年，在听闻

龙泉市龙南乡有农民在试养石蛙后，他马上就前往农户

家了解养殖情况。

“那时，适逢高山四季豆试种初见成效，我想结合专

业所长，扩大服务范围，培育新的产业。”舒妙安说，养石

蛙有一定的技术门槛，而且通常养 3年才能上市。当时农

户的养殖设施都很简陋，且缺乏技术指导，成效很低。以

此为契机，他在龙泉逐步开展石蛙养殖技术帮扶。

龙泉市科技局科技发展中心科长胡建伟介绍，当地

选育适合养殖的石蛙新品系，筛选隔热降温的蛙棚建造

材料、适合蛙卵吸附且孵化率高的材料……随着一个个

科技特派员项目的实施，越来越多的石蛙养殖户获益。

“按照养殖周期算，到明后年，道太乡的石蛙年产量

有望突破 10 万斤。”龙泉市道太乡党委书记林琪表示，这

项产业也成为吸引农户返乡创业就业、促进乡村振兴的

一个重要抓手。

2015 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龙泉市国内首

个“中国棘胸蛙之乡”称号。目前，龙泉市的 11 个乡镇街

道都分布着石蛙养殖产业。龙泉市已经成为浙江省石蛙

养殖规模最大的县市，全市该产业年产值正朝着亿元目

标迈进。

延续梦想：高山之上发展
稻蛙种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养殖棚内引流的天然山

泉仅供石蛙活动之用，投喂的饲料以黄粉虫为主。”舒妙

安说，科学养蛙保持水质清澈，是“两山”转化的有效途

径。

然而，随着山乡常住人口减少、土地使用日益规范等

实际情况，高山蔬菜种植面临用工紧张、原有石蛙养殖方

式受到空间制约等新的难题。

“一种产业模式不可能一劳永逸，得与时俱进，不断

创新。”舒妙安表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开发新的石蛙

养殖模式——稻蛙种养，打造新的特色富民产业，或许能

让山乡的年轻人在就业创业时多一种选择。

“横溪村的稻蛙种养基地正是其中的一项尝试。”龙

泉市三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颜泉介绍，去年 8 月，

基地试养初步成功后，又投入 100多万元建设了 20亩稻蛙

种养基地，于今年春季插秧时试点投放了 10万只蛙苗，秋

收时稻蛙将一并收获。

让水稻和石蛙共生乍看容易，实则需要很多技术措

施来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比如，石蛙喜阴喜凉，水稻喜

阳喜温，同时要防鸟防蛇鼠。此外，为了当年即可收成，

稻蛙种养系统中，将孵卵、变态的环节改为直接放养一定

规格的蛙苗。

颜泉给记者大致算了一笔账：一亩稻田投放 6500 只

蛙苗的成本约为 5.2 万元，预计亩产成蛙 1500 斤，除去饲

料、损耗以及人工费用等，仅石蛙部分，每年亩均利润可

达 5万元。

“基地现阶段重点就蛙苗放养密度、规格等方面继续

完善试验，从 0 到 1 虽然难，但试验出成熟的模式，推广起

来就比较容易。”舒妙安憧憬道，这既是对当初在龙泉养

殖石蛙这一梦想的延续，也是对解决山乡发展难题这一

初衷的坚持。

“十多年前，道路条件还不如现在，舒教授不嫌偏远，

与龙泉结缘，从最初服务浙江最高海拔的乡镇开始，逐步

辐射龙泉全市，多年来劳心劳力，投入到科技特派员的工

作中。”龙泉市科技局副局长李平表示，他们对此非常感

激，将继续通过项目支持，培育新的特色产业，点燃山乡

经济活力。

科研产业两手抓科研产业两手抓，，稻蛙种养顶呱呱稻蛙种养顶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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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日，记者来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钟山县红花镇

祥林果园的梁阿芳肉鸡养殖示范基地，看到广西乡村科技特派员廖

胜保正给饲养员传授养鸡新技术。

新技术带来新成效。通过应用廖胜保传授的疫病防控技术、微生物饲

料和粪肥种植蔬菜瓜果生态循环技术，目前，梁阿芳肉鸡养殖示范基地肉

鸡年出栏量达13万羽，年收入达20万元，带动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如今，乡村科技特派员奔赴钟山县各乡镇，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中大显身手。在钟山县，乡村科技特派员还通过与农户建立“1+1”

等形式的对接，形成“科技特派员+农户”的产业帮扶模式，有力地推

动了新技术、新成果转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乡村科技特派员何军是该县农技科教站干部，他指导红花镇桃

加村委洞心村香芋种植大户苏佩松引进香芋新品种。依靠传授香芋

种植施肥技术，苏佩松每年种植的 40 多亩香芋均获得好收成，每亩

产值在 1.3万元以上。

乡村科技特派员一方面指导农民发展产业，另一方面培养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贺州市向钟山县选派乡村科技特派员共 160名，开展

集中培训 63期，培训农户 2096 人次，培训种养业技术骨干 300 多人，

开展技术指导 754次，推广种养新技术 17项。

广西钟山：

“1+1”帮扶到户助农增收

最近，在处理养殖场的日常工作之余，贵州省贵阳市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的兽医师杨源和贵阳乌当同创生态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张

跃平，开始进行“省级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养殖示范场”申报

的准备工作。杨源的另一个身份是贵阳市科技特派员。一年前，他

被派驻到贵阳市乌当区，推广动物疫病防控技术。

近年来，乌当区科技局深入开展基层走访调研，积极开展农业科

技和技术人才服务工作，根据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服务的计划和需

求，拟订对应的服务措施。来自不同领域的科技特派员带着知识到

田间地头为农户解决大量农事生产问题、难题，有效助力农民增收致

富，成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守护者。

从贵州大学预防兽医学专业毕业后，杨源一直从事动物疫病防

控及技术推广工作。成了科技特派员后，他开始探索理论在生产实

践中的转化。“养殖户在长期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缺

乏的是对政策的理解及科学技术的支持。”杨源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他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帮助贵阳乌当同创生态养殖基地做好疫病

防控工作，促进企业发展。目前该基地占地 300 余亩，现存栏鸡 1.2

万羽，年出栏 8万羽。和集约化养殖模式相比，该基地采用的林下养

殖模式在疫病防控上面临不小的挑战。

去年 10月，杨源来到服务点，几番评估后，他发现养殖场在生物

安全管理、免疫程序、规范化养殖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为科学评估

鸡群免疫状态，他采集了鸡群的血液样本进行抗体检测，结果显示鸡

群免疫病种抗体滴度的离散度较高。此外，不少鸡在接种疫苗后，接

种部位会有“鼓包”且难以消散，影响销售。针对这些问题，杨源提出

需要改善免疫技术，在消毒、剂量控制、疫苗回温、注射速度等方面进

行调整。通过对免疫程序的探索与实践，鸡群接种疫苗后“鼓包”情

况明显减少，鸡群抗体合格率也能维持在 90%以上。

解决了免疫问题，杨源着手规范养殖场的生物安全管理工作。

通过培训、规范工作流程，大大降低了疫病传入的风险。科技特派员

专业的指导、规范的操作、解决突发状况的能力，消除了企业对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的恐慌，让大家吃上了“定心丸”。

眼下，乌当区黄金梨种植基地的 800 亩黄金梨迎来丰收。丰收

背后，离不开科技特派员的努力。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套袋？肥料一年放几次？放多少？”日前，在

乌当区百宜镇洛坝村的黄金梨果园里，市级科技特派员、贵阳市果树

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宋琰与果农交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果

树的种植知识。

自黄金梨基地投入建设以来，基地环境、果园管护、果树长势状

态良好，但病虫害防治工作总让果农“头疼”不已。半年前，由于遇上

特殊天气，果子受到水果头号杀手——桔小实蝇的影响，眼看着将颗

粒无收。“这种虫子的伤害很大，前期肉眼根本看不到虫子咬的伤口，

等果子坏了才发现，一切都晚了。”果农林正福摇摇头说道。

科技特派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通过咨询贵阳市乡村

振兴服务中心植物保护专家张斌，将实用技术送到果农家门口，手把

手教技术、面对面作指导。张斌针对桔小实蝇的生长习性和果子的

生长情况，选定了使用蛋白质饵剂的治疗方案。通过专家的现场指

导和后续的沟通反馈，果农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我们原来靠自己摸索，对付梨子的病虫害。老师来指点以后，我

们学习了病虫害防治知识，对管理果园有很大的帮助。”果农刘金华说。

经科技特派员指导后，果树的发病率降低了，经济效益上去了，

果农种植黄金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种植经验不断优化，洛坝村果园

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今年以来，乌当区多次组织科技特派员开展技术服务。下一步，

乌当区科技局将持续推动科技下乡、人才下沉，加强与各服务乡镇、

企业、农户的沟通交流，切实解决企业、农户在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贵阳乌当：

技术服务下沉，守护乡村产业

◎何木保 韦建献 本报记者 刘 昊

科技特派员杨源科技特派员杨源（（左一左一））在养殖场采集在养殖场采集
鸡血液用于免疫抗体检测鸡血液用于免疫抗体检测。。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