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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高度重视科技特

派员工作 ，经常作出批示 ，提出要求 ，指出“要建

立长效机制 ，加强领导 ，总结经验 ，及时完善 ，充

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

积极作用” 。



领导关怀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国务委员期间 ，在

浙江省委办公厅枟浙江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的探

索与实践枠的信息专报上批示 ：“请万钢 、学勇同

志并科技部阅 ，要认真总结当地农村开展科技推

广的好做法 ，努力探索更有效的农村科技创新

服务 。”



领导关怀

原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国务院办公厅信息专

报枟浙江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做法和经验枠

一文上批示 ：“这种做法很好 。请科技部进一步

总结有关省市的好做法 ，推动农村科技推广工作

的深入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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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纪委副书记 ，时任省委

书记赵洪祝在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会议后专门

召开科技特派员座谈会听取汇报 ，并作了重要讲

话 。省委书记夏宝龙在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农

村工作 ，兼任省农村工作指导员和科技特派员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 ，亲自抓这项工作 。

其他省领导也都十分重视科技特派员工作 ，

多次召开科技特派员座谈会 ，听取意见建议 。各

级党委政府建立了主要领导联系科技特派员制

度 ，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



以科技驱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代序）

夏宝龙

　 　浙江省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值得充分肯定 ，向常

年深入农村一线 、全心全意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的科技特派员们致以问

候和敬意 ！

“三农”是我们重中之重的工作 ，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是当前摆在我省面前的迫切任务 。要完成这两大任务 ，唯有依靠

科技 。农业需要科技 ，只有插上科技的翅膀 ，才能飞得更高 、更远 ；农业

大有潜力 ，只要插上科技的翅膀 ，就一定能飞得更高 、更远 。坚持和发展

科技特派员制度 ，就是要利用先进科技改造提升传统农业 ，用现代农业

发展理念武装农民 ，推动我省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

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完成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这

两大任务为己任 ，进一步学习弘扬科技特派员精神 ，围绕干好“一三五” 、

实现“四翻番” ，主动承担起“当先锋 、打头阵 、吹号角”的责任 ，既能通先

进科技的“天” ，也能达生产一线的“地” ，努力在火热的一线实践中 ，充分

发挥科技的倍增效应 ，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各高校 、科研院所要

加快推进教学与实践的结合 ，让科技特派员成为产学研一体化的重要结

合点 。各级党委 、政府要创造更好条件 ，采取更多倾斜政策 ，让更多科技

特派员深入农村 ，不断攻克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难点 、难关 、难题 ，为加快

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出更大贡献 。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深受农民欢迎的好制度 ，要不断坚持和创新 ，鼓

励更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田野上 ，把技术送到农民家 ，为实现农业

现代化和农民持续增收两大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

（摘自浙江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 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２２ 日

在全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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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与实践

（２００３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３年 ３月）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倡导的 ，并由省

委 、省政府决定实施的一项科技助推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

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工作从 ２００３年 ３月开展试点 ，２００５年全面推开

并不断完善深化 。 １０年来 ，省市县各级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 ，各派出单

位积极响应 ，省市县三级共派遣科技特派员 １０４４３人次 ，组建法人科技

特派员 ２５家 ，选派团队科技特派员 ３５４个 。广大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

一线大胆探索 、敬业实干 、创新创业 ，取得了丰硕成果 。科技特派员牵头

实施科技项目 ９５１５项 ，创建科技示范基地 １２０多万亩 ，建立科技示范户

３４０７３户 ，支持发展农业企业 ４３２家 ，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 ２０４畅１ 万人 。

据对 ５１名浙江省功勋科技特派员候选人的调查统计 ，１０年间 ，累计推

广农业新品种 １３１１个 ，培训农民 １３畅４８万人次 ，推广面积 １８６畅８５ 万亩 ，

年增加经济效益 １３畅７３亿元 。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 ，受到了基层农民的热烈欢迎 ，也得到了各

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其中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曾作出批示 ，要求科技部

推广浙江的做法 。全省有 ３５名科技特派员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特派

员” ，省科技厅荣获“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省级优秀组织管理单位” ，８家

单位被评为“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 。省中药研究所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俞旭平作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唯一代表作了典型发言 。在

全国科技特派员创业大赛上 ，浙江省科技特派员获特别奖 ２项 、一等奖

１项 、二等奖 ６项 、三等奖 ４项 。

五个“支撑点”撬动科技富民

强化政策保障 。浙江省自 ２００３ 年试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以来 ，通过



探索实践 ，不断完善制度 。省委 、省政府先后印发了枟关于向欠发达乡镇

派遣科技特派员的通知枠 、枟关于全面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通知枠 、枟关

于建立健全科技特派员工作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枠 、枟关于试行法人和团

队科技特派员制度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枠等一系列政策性

文件 。各市 、县（市 、区）党委 、政府和各有关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按照省

统一部署 ，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省 、市财政和大部分县（市 、区）设立

了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 ，大力支持科技特派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科技服

务 。 １０年来 ，省财政累计投入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 １畅４１ 亿元 ，重点支

持科技特派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开展农民培训 、建立示范基地 ，创

办科技服务组织等 。

探索运行模式 。广大科技特派员在下派基层工作实践中 ，针对派驻

地农村产业发展特色和农民的实际需求 ，不断探索总结有效的科技服务

模式 。以培育发展企业 、组建专业协会 、创建示范基地和扶持种养大户

为重点 ，通过抓点带面的服务方式 ，将技术推广辐射到广大农户 ，形成了

“科技特派员 ＋企业 ＋农户” 、“科技特派员 ＋协会 ＋农户” 、“科技特派员

＋示范基地 ＋ 农户” 、“科技特派员 ＋ 种养大户 ＋ 农户”等 ４种科技服务

模式 。通过科技帮扶 ，在欠发达地区偏远乡镇培育发展了一批区域特色

产业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如培育发展了景宁和淳安的中药

材产业 、龙泉和磐安的茶叶产业 、文成的肉兔产业 、泰顺的猕猴桃产业 、

青田的高山蔬菜产业等 。

完善激励措施 。为鼓励科技特派员安心工作 ，省委 、省政府明确规

定科技特派员下派期间 ，其行政关系 、职务 、待遇等保持不变 ，工资 、奖

金 、福利从优 ，由派出单位发放 ，其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 。省委 、省政府每年表彰一批优秀科技特派员和特派员工作先进集

体 ，１０年来 ，有 ９１５人（次）获得表彰 ，６９个（次）派出单位 、１５３个（次）市

县（市 、区）获得表彰 。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办公室每年为下派的科技特派

员办理人身保险 。各市 、县（市 、区）和派出单位 ，也都制定了相应的鼓励

政策措施 ，磐安 、青田县还设立了科技特派员奖励基金 ，对业绩突出的科

技特派员进行重奖 。各地 、各单位优先推荐科技特派员申报省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推广奖 ，获奖者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绩效考评中视同省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主要完成者 。

创新服务方式 。根据县域经济和产业特点 ，在一乡一名科技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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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 ，２００８年建立省法人科技特派员和团队科技特派员制度 ，实行

政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使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动服务于县域经济和区域特

色产业的发展 ，形成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上下联动 、协同推进的科技特

派员服务模式 。许多县（市 、区）加强对科技特派员的管理与指导 ，组织

派驻在各乡镇的科技特派员 ，形成科技服务团队 ，围绕县主导产业开展

联合科技攻关服务 ，开展互助合作和乡镇间交叉服务 。如武义县把派驻

本县的 １５名科技特派员组织起来 ，围绕做大做强有机茶 、食用菌 、高山

蔬菜 、奶业等六大产业 ，建立 ６个课题组进行科技攻关 ，半年多组织实施

１４个科技项目 ，项目总经费 ２３５５万元 ，效果十分明显 。

建立长效机制 。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建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长效机

制 。鼓励特派员连派连任 ，历年下派的省科技特派员中 ，５年以上的有

１４８位 ，其中 １０年以上的有 ２４ 位 。鼓励科技特派员在基层创业 ，科技

特派员以资金入股 、技术参股 、技术承包 、有偿服务等形式 ，与派驻地企

业 、专业大户联合创办企业 ，结成利益共同体 ，实行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

１０年来 ，科技特派员牵头或入股兴办农业科技企业 ４３２家 ，建立利益共

同体 １６２３家 ，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二传手” ，被农民群众誉为“永远不走

的特派员” 。科技特派员工作办公室一直重视做好宣传工作 ，定期编发

科技特派员工作简报 ，编印宣传画册 ，还出版了枟科技特派员风采枠一书 ，

拍摄了专题片 ，为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营造了良好氛围 。中央电视台 、

枟科技日报枠 、枟浙江日报枠等媒体多次宣传报道浙江省科技特派员的先进

事迹 。

五个“突破口”激活科技要素

传播了先进科学技术 ，更新了农民群众思想观念 。省派的 ２１８名科

技特派员入驻的乡镇多为信息闭塞 、交通不便 、偏远落后的乡镇 ，广大科

技特派员派驻后 ，带去了新的观念和信息 ；通过深入田间地头的技术培

训 ，培育了乡土科技人才 ；通过与生产经营主体的结对帮扶 ，建立了科技

示范基地 。做给农民看 ，带着农民干 ，让农民开阔了视野 ，更新了思想观

念 。一批农村能人在“干中学 、学中干” ，成为具有经营头脑和科技文化

素质的新型农民 。 １０年来 ，全省科技特派员开展各类培训 ２１０００ 多场

次 ，累计培训农民 ６７６万人次 。如景宁县覆盖全县 ２２个乡镇的 ２２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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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科技特派员为全县高山蔬菜 、稻田养鱼 、惠明白茶 、中药材等 １０多个

特色产业培养了 ３０多名乡土人才 ，其中 ４人成了全国同行业中的致富

带头人 ，中央电视台 ７频道枟致富经枠栏目作了宣传报道 。

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 ，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科技特派员始终

把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作为工作重点 ，按照高产 、优质 、高效 、生态 、

安全的要求 ，以市场为导向 ，以技术为支撑 ，以项目为依托 ，开展多种形

式的创新创业服务活动 ，推广了一大批农作物 、蔬菜 、畜禽和水产等新品

种和先进实用技术成果 ，推动了当地优势特色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壮大 ，

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做出了贡献 。 １０年来 ，全省

科技特派员共建新品种 、新技术示范基地 １２０多万亩 ，解决农村劳动力

就业 ２０４畅１万人 。如省农科院向文成县派遣了卢立志 、陈学智等养兔专

家担任科技特派员后 ，从新品种引进 、养殖技术改进和疫病防控技术的

提高 ，从农户培训到龙头企业培育 ，全方位为文成县兔产业发展提供科

技服务 ，兔业得到迅速发展 。 ２０１１年全县年肉兔饲养量 ２１６万只 ，兔业

产值达到 １畅７４亿元 ，养兔从业人数 ２畅３万人 ，当年兔农增收 ５３２８万元 ，

县地方财政增加税收 ９４５畅２万元 。农民生动地说 ：“家养 ３只兔不愁油

盐醋 ，家养百只兔走上致富路 。”

完善了科技服务体系 ，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组织化程度 。科技特

派员依托种养大户和龙头企业 ，建立各类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农业科研机构 ，开展技术服务 ，发展订单农业 ，培育知名品牌 ，

拓宽销售渠道 ，有效地把科技要素植入农村生产一线 ，提高了农民的组

织化程度 。 １０年来 ，科技特派员帮助建立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６２１个 ，组

建民办科研所 １８６ 个 。如省中药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俞旭平 ，从

２００３年起入驻淳安县枫树岭镇担任科技特派员 ，建立中药材种苗基地

和试验示范基地 ，创新了薄荷 －水稻种植模式 ，突破贡菊连作障碍技术 ，

制定了栀子 、薄荷 、前胡 、贡菊等中药材地方标准 ，举办各类中药材技术

培训班百余场 ，引进加工设备创办中药材加工厂 ，帮扶枫树岭中药材专

业合作社发展壮大 。全镇中药材总收入从 ２００３年的 ９００多万元增加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５２９５万元 ，增长了近 ６倍 ，占农业总收入的 ２４畅３８％ 。 ２０１２年

全镇农民人均收入 １００８３元 ，其中中药材收入达 ２９５１元 ，占 ２９畅３％ 。专

业合作社中药材销售总额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００ 多万元增加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５２６万元 ，增长 １０倍多 。中药材产业已成为枫树岭镇带动农民增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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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主导产业 ，枫树岭镇成为全省闻名的“中药大镇” 。同时 ，俞旭平还

担任淳安县中药材产业团队科技特派员首席专家 ，带动淳安县中药材产

业发展 。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从 ２００３年的 ５畅３万亩增加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８畅３万亩 ，产值从 ７３２０万元增加到 １畅４７亿元 。省农科院科技特派员金

梅松派驻武义县柳城镇后 ，组建“武义县宣平板栗专业合作社” ，促进了

板栗产业发展 ，柳城镇成为浙江省的三大板栗集散地之一 ，该合作社被

评为省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省级扶贫专业合作社 。

提高了科技人员创业能力 ，拓宽了高校科研院所服务“三农”平台 。

广大科技特派员充分发挥上联高校 、科研院所 ，下接乡镇和广大农户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 ，从而使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内容更加贴近生产 、贴

近实际 ，提高了高校 、科研院所服务基层的能力 ，也为高校 、科研院所的

自身发展开辟了新渠道 。 ２００８年 ，实施法人和团队科技特派员制度 ，浙

江大学等 １９个涉农高校 、科研院所与龙泉市等 １９个县（市 、区）结对 ，省

农科院等 ２８个涉农高校 、科研院所由 ７４８ 名科技人员组成的 １２０个团

队服务于 ７２个县（市 、区）的 ５７个区域特色产业 。浙江大学成立“科技

特派员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开展团队式的科技创新服务 ，并与湖州 、丽

水 、嘉兴 、台州 、金华等地合作建立了 １１个农业技术推广分中心和科技

特派员创业产业园 。省农科院作为法人科技特派员与武义县结对 ，共同

投资创办“武义县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 ，建立食用菌科技示范基地 ，从

研发 、示范 、培训到食用菌文化 ，全方位推动该县食用菌产业发展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年累计推广食用菌新品种 ４２００ 万袋 ，新增效益 ５５００ 余万

元 ，从业人员人均增收 ５０８０ 元 。院县合作取得了 ４ 项获奖成果 ，其中

“香菇育种新技术的建立与新品种的选育”荣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 。

构建了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新纽带 ，密切了党群 、干群关系 。科技

特派员通过帮助乡镇制定发展规划 ，引进科研项目和资金 ，推广农业新

品种 、新技术 ，增加了农民收入 ，改善了生活条件 ，给农民注入了新的观

念和新希望 ，得到了乡镇党委 、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

誉和好评 ，许多乡镇要求省市多派科技特派员 ，要求派驻的科技特派员

能长期留任 。一批长年奋斗在农村一线的优秀科技特派员 ，与农民打成

一片 ，受到农民拥护 ，被当地农民看作自己的亲人 ，被授予荣誉村民称

号 。如派驻磐安县双溪乡 １０年的省茶科所科技特派员权启爱研究员 ，

是一位 ７０多岁的老专家 ，通过他长期不懈对茶产业生产加工技术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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