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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成效与建议

傅美兰

（莆田市水产科学研究所，福建　莆田　３５１１００）

摘　要：结合莆田市实际情况，莆田市认真组织开展科技特派员服务农村、企业的活动，积极动员和组织科技

特派员服务农村、企业，引导科技特派员参与企业科技创新。该文阐述了莆田市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

的做法、成效、存在问题，并对此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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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科技部等８部门下发的 《深入开展科技特

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意见》的文件精神，莆田

市２０１１年组织了６３名科技特派员下乡开展技术服

务，并下派了１６名科技特派员进驻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通过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的智慧，认真组

织动员科技特派员下基层、进驻企业活动，开展创

新创业服务，为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加

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有８

个省级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通过省科技厅星火办的

考核评估，得到省科技厅的滚动支持；两家龙头企

业被推荐入选为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现将

莆田市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成效问题总结

如下。

１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的成效

１．１　科技特派员送技术下乡，指导服务到田头

莆田市科技特派员以８个服务小组为单元下基

层、到企业、进村庄、入农户，以科技咨询、科技

培训、网络服务、下乡巡回等各种服务方式开展科

技服务活动。在科技服务工作开展中，产生了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技特派员创业和服务模式，包

括：“科技特派员＋地方产业示范基地”模式、“科

技特派员＋农户”服务模式、“科技特派员＋专业

合作社”示范引导模式、“科技特派员＋龙头企业

技术创新”模式等。多种的服务模式得到了较好的

反响，如果树栽培服务组以 “科技特派员＋示范基

地建设”模式，共建立各类示范基地１５个，以基

地的成功典范来启发农民、引导农民，以看得见的

事实让农民转变自身观念。

据统计，２０１１年莆田市充分利用６？１８等成

果对接现场推介会、科技 “三下乡”、“莆田市党员

远程教育”、“人才科技活动周”等活动，借春耕、

秋播现场会之机，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１０００余次，

培训农民群众２１万人次，发放科技小册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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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培训教材９４万多册；组织科技特派员开展

现场技术答疑、示范指导、入户面授、集中培训等

活动，把科学技术传播到千家万户，提高了农民科

技文化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积

极利用莆田农业信息网、“１２３９６”服务热线、简报

等多种信息渠道，发布农业气象、实用技术、病虫

情报、农产品价格等信息４００多条，电话咨询解答

５６８人次，印发农业简报、病虫情报４５期６１００多

份，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具体措施如：２０１１

年莆田市科技？人才活动周活动，在开幕式现场向

广大群众赠送 《科技生活》、《节能减排》、《农业五

新技术》、《安全健康》、《家庭卫生》小册子等科普

读物；组织科技特派员进村入户，传授实用技术，

开展科技咨询；发放科技图书、宣传资料等；农业

生产技术服务组组织举办各类培训班７２期，培训

农村技术骨干４５８０多人，培训农民１０００多人次。

培育农业示范企业１０个，培训科技示范户１１０００

多户。

１．２　科技特派员入驻企业，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为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

用，莆田市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实施科技服务

团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科技特派员根据企业发展

要求和资源条件，共组织申报和实施各类科技项目

达８０多项，内容涉及蔬菜、畜牧、果树、粮食作

物、农产品加工、水产养殖、茶叶栽培加工等多个

领域，帮助企业加强了研发队伍建设，提高了企业

创新能力。如：（１）莆田市水产科学研究所以科技

团队的形式，加入到科技服务团队伍中，选派４位

科技特派员，主动与企业结对联姻，并积极与秀屿

区八珍科技公司、城厢区太湖现代农业发展公司、

莆田市秀屿区悦化养殖有限公司等水产养殖企业开

展产研用合作，联合开展技术攻关，进行技术咨询

与服务；（２）莆田市生物工程研究所成立 “科技团

队深入基层服务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工作小

组，为企业建立研发中心，成立技术开发部，组建

科技人才队伍，通过科技特派员与莆田新美食品公

司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组织实施一批创新性强、

前瞻性好、经济社会效益高的重大、重点科技项

目，推进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力提升

了示范基地的科技水平；（３）莆田市农业科学研究

所选派科技特派员２０人，分别与１０家企业和１０

个村户挂钩结合，实施 “农业科技双十”行动计

划，示范、推广、转化项目达２０项，共建立１０个

新品种、新技术百亩示范片。通过这些科技特派员

通过科技项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提高了企业研发

能力，增强科技服务三农成效，为莆田市现代农业

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１．３　科技创业示范基地有效运作，辐射带动效果

显著

　　２０１１年莆田市８个省级科技特派员创业示范

基地全面实施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培育和带动一大

批种、养殖大户。开展的示范项目有：枇杷果酒、

果醋生物技术创新应用；莆田蛤鲍良种产业化与池

塘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菲律宾蛤仔大水面人工

育苗技术成果转化与应用示范；乌龙茶高效栽培与

加工技术创新；出口韭葱新品种安全种植示范及冻

干工艺研究、外销白吊瓜和结球甘蓝新品种引进及

高效栽培技术研究；日产２４０吨米粉技改项目标准

化建设等。科技特派员创业示范基地在创业行动过

程中，勤勉努力，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加强了

与派出单位的联系合作，整合了各方资源。如莆田

新美食品有限公司在蔬菜种植与加工基地在科技特

派员的积极帮助下，公司先后引进五大类２６个航

天蔬菜新品种进行扩大示范推广，示范基地的科技

特派员积极开展蔬菜的深加工研发工作，现已成功

研发了蔬菜粉月饼、蔬菜粉、西红柿、生姜、胡萝

卜、文旦柚与桂圆肉原味果脯，并且与省农科院联

合开展了切割净菜加工防褐变减菌技术、蔬菜水果

贮藏保鲜技术的研究，明显提高传统产业产品质

量、档次和附加值，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莆田市华

林蔬菜基地有限公司蔬菜栽培基地在科技特派员的

帮助下，一年来共推广 ‘拉比’番茄、‘超越’甘

蓝、‘华引一号’白吊瓜、‘碧绿’苦瓜、‘台湾肉

丝瓜’、 ‘奇珍７６’甜豌豆共６个蔬菜新品种，以

及 《南方稻菜轮作栽培模式》和 《蔬菜平衡施肥技

术》２个项目，已建成各６６．７ｈｍ２ 的 ‘超越’结

球甘蓝和 ‘拉比’番茄生产示范基地，分别示范推

广３３３．３ｈｍ２。

１．４　积极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地方特色

产业发展

　　科技特派员结合自身专长，大量引进推广先进

适用技术、优良品种、高效栽培方法，加快了科技

推广和普及，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２０１１年

科技特派员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共计２００

多项，例如：（１）莆田市农业局全年共实施推广项

目２１个，投入扶持农业 “五新”专项资金６５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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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推广新品种３２个，推广新技术２２项，辐

射面积０．５５万ｈｍ２；推广新肥料８种，面积０．８

万ｈｍ２；推广新农药１４项，面积０．５５万ｈｍ２，亩

减少用药量２～３次；推广新机具１８００多台套，应

用面积１．８７万ｈｍ２。（２）福建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贝类养殖基地在科技特派员的组织下，认真实施

２０１０年科技部下达的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菲律宾蛤仔大水面人工育苗技术成果转化与应用

示范”，公司在莆田北江垦区实施花蛤大水面人工

育苗池面积９０ｈｍ２，在平潭幸福洋实施花蛤大水

面人工育苗池面积９７２ｈｍ２，均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同时开展野生花蛤与家系花蛤杂交繁育苗种生

产，进行花蛤良种选育及其育苗１０１ｈｍ２，培育选

育种亲贝１１５．５吨，繁育砂粒苗并售出砂粒苗

３２７．６亿粒，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被福

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授予国家级无公害良种场地，并

荣获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种荣誉称号。

１．５　严格考核，抓好科技特派员基地和队伍建设

（１）认真做好省级科技特派员创业示范基地建

设有关工作，积极主动做好省级科技特派员创业示

范基地建设的跟踪检查，引导科技特派员参与企业

科技创新，取得良好成效。现有８个省级科技特派

员创业示范基地通过省科技厅星火办的考核评估，

得到福建省科技厅的滚动支持，示范基地科技工作

水平持续提升。（２）同时还积极征集具有省级科技

特派员创业示范基地条件的企业和科技特派员，上

报省科技厅争取入选为省级科技特派员创业示范基

地及省级科技特派员。２０１１年经由我市推荐、上

报的莆田市东盛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和莆田市天然星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被省科技厅确定为福建省科技

特派员创业示范基地。同时，有７位同志增补为省

科技特派员，充分调动广大科技特派员的积极性，

壮大了省级科技特派员队伍。

２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存在

的问题

　　２０１１年来，莆田市科技特派员在科技示范推

广、打造地方品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虽然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

和问题。

２．１　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投入有待增加

科技特派员开展培训、科研项目与技术创新资

金缺口大，培训教材编撰、教具制作、受训人员的

组织动员、培训场所的安排以及科技项目的实施等

都需要一定经费的投入。受经费制约，科技特派员

学习、交流机会较少，科技特派员的知识更新不

足。

２．２　科技培训力度有待加强

由于有的科技特派员较少驻村，对当地的生产

状况了解不很深入，并且培训时间仓促，不能为农

民产前、产中、产后提供全方位服务，致使一些项

目培训内容与实际生产需求结合不够紧密，对一些

技术问题的解决也不很到位，影响了技术应用效

果。

２．３　科技特派员服务机制有待健全

少数科技特派员对下派工作不够重视，认识还

不到位，作用发挥不充分，流动性大。再加上科技

特派员服务机制不健全，缺乏针对性的激励政策，

难以调动科技特派员工作积极性。

３　进一步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

业行动的对策建议

３．１　学习文件精神，借鉴经验做法

认真贯彻省、市科技部门实行科技特派员工作

文件及２０１２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借鉴兄弟县实

行科技特派员工作的经验和做法，结合莆田市创新

农村工作机制协调领导小组关于深入开展 “三百工

程”活动的通知要求，以农村科技创业和新型农村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为核心，引导科技特派员深入农

村基层、进驻企业进行科技创业和服务［１］。

３．２　重视科技特派员的培训工作

派出单位应有计划地组织科技特派员到科技发

达地区考察学习或到高等院所进修培训，不断增强

科技特派员的业务技能，逐步提高服务水平。同

时，建立科技特派员培训制度，定期聘请省内外高

等院校专家、教授亲临授课，帮助科技特派员拓宽

知识面，提高技术服务技能［２］。

３．３　建立科技特派员联席会议制度

不定期召开成员联席会议，研究协调科技特派

员工作相关问题。建立科技特派员实施服务项目跟

踪管理制度，提高科技特派员服务的成效，各派出

单位要认真按照莆市科 〔２００９〕４８号 《关于实施

“三百工程”，开展科特派服务农村工作实施方案》

要求，开展服务工作，设立服务电话，实行部门联

动，归口负责。每个派出单位要及时向科技服务团

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科技服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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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政策保障，调动科技特派员积极性

派出单位要认真落实激励科技特派员入企服务

的各项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保障科技特派员在派

出单位的相关待遇；要重视科技特派员服务企业的

工作业绩，切实把它作为优先评聘和晋升专业技术

职务 （职称）的重要依据；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

帮助科技特派员，提高科技特派员服务的积极

性［３］。

３．５　设立地方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

设立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有利于增强科技特派

员的工作责任感和提高工作积极性，更好地依靠科

技手段推动 “三农”工作发展。该专项资金可用于

科技开发项目、科技特派员服务奖、科技活动经

费、科技工作联系经费等，从而确保科技特派员没

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工作。

３．６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大力宣传科技特派员服务农村、企业的典型经

验，增进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对科技特派员创业行

动的了解，发掘和调动社会资源支持科技特派员工

作，为科技特派员服务农村、企业形成良好的社会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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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将大力推动闽台科技合作先行先试

　　福建将大力推动闽台科技合作先行先试。台商在福建省设立研发机构，其进口科技用品可免征进

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在闽台商的合资、独资、合作企业可联合或独立申请福建省各类科技项目。

鼓励台商以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台商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的股比

可放宽至７０％。

《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讨论稿，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提交福建省委九届五次全体 （扩大）会议，提出力争到２０１５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占福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２．２％，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１５％和１２％以上，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创新型省份。

意见指出，要以企业和民间的合作方式为主，深入开展闽台人才、技术、项目、知识产权等交流

合作，引进一批台湾先进技术，推进一批研发合作，促进一批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深度对接，组织一

批学术交流。充分发挥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的导向作用，吸引、整合和聚集海峡两岸科技

资源，解决闽台两岸共同关注的重大科学和关键技术问题。鼓励支持台湾居民和企业在闽投资创办科

技型企业、研发机构、高新技术园区，加快推进两岸ＬＥＤ技术研发基地等建设。

意见还指出，要在平潭综合实验区探索两岸科技合作新模式，建立衔接台湾高新技术产业、研发

服务和金融服务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持泉州开展大陆首个 “大陆台资企业转型升级试点工程”。

［摘自：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２０１２－０８－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ｗｙｔｂ．ｇｏｖ．ｃｎ／ｌｏｃａｌ／２０１２０８／

ｔ２０１２０８０９＿２８９８１９６．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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