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92.5%的面积为山地
和丘陵，复杂的地形地貌使农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对农业科技、
农技推广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两次亲临贵州考察，多次对贵州“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
贵州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以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大力
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推
广应用，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在生产实践中、田间地头里生根、开花、
结果，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2023年，贵州
第一产业增加值 2894.28 亿元，同比增 3.9%，排名跃升至全国第 14
位，稳步迈入中等农业省份行列。茶叶、辣椒、刺梨、蓝莓、猕猴桃等
在全国的优势地位持续提升。科技支撑粮油生产成效显著，粮食
生产再获丰收，总产量 1119.7 万吨，比上年增加 5.1 万吨，连续四
年保持增长态势，水稻、玉米、油菜高产示范亩产屡创新纪录。

农业科技创新提速推进

贵州立足资源禀赋，在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农业科技
创新体系、强化涉农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畅通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渠道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不断为农业农村发展
增动力、添活力。

——营造良好农业科技创新生态
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省委十三届三

次全会提出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2023 年制
定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实施六大科技战略行动的通知》《关于开展向
科技要产能专项行动的通知》，“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支撑行动”
和“向农业科技要产能”作为“两项行动”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良
田建设、良种保护繁育推广、良法应用、良机配套”等四大任务高质
量完成，创新推广高标准农田“635”工作机制，2023年建成高标准农
田 177万亩；开展良种科技攻关，完成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收集特色、珍稀濒危种质资源 2484份，自育高产高油“油研”

“黔油”等品种推广 400万亩以上；示范推广水稻、油菜等生产全程
机械化作业 70 万亩以上，农机服务组织达到 1897 个，全省 1324 个
涉农乡镇实现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全覆盖。同时，一体推进实施种
业振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现代生物育种、山地农机研发等重点工
程，大力开展适宜贵州的技术研发、产品创制和工程集成应用。加
大科技人才培养，引进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人、自主培养“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人、青年学者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海外优秀青年学者3人、农业农村部“神农英才”青年英才计划人选
2人，积极对接49名院士（专家），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问诊把脉。

——建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围绕粮食安全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科技需求，整合全省优势

科技创新、技术推广资源，建设省蔬菜、肉牛、中药材、水稻、马铃
薯、油菜、生猪、茶叶、玉米、辣椒、生态家禽、食用菌、牧草、肉羊、
高原特色蔬菜、农业生态环保等 16 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汇
聚科研院校、推广机构、涉农企业各领域专家 265 名。出台《贵州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管理办法》，省农业农村厅每年与
体系签订建设任务书，形成了以产业发展需求引导科研任务“自
下而上”的任务来源模式，“自上而下”的任务委托模式，体系技术
人员既能“下得去”，深入生产一线开展调研、技术指导和技术服
务工作；又能“上得来”，及时将生产中的问题凝练为研究课题进
行攻关。体系实行年度考核和建设周期满后综合评估的方式进
行管理，积极推进“国家队”与“地方队”“一盘棋”、协调互动，国家
产业技术体系相关岗位科学家、综合试验站与省产业技术体系积
极开展品种选育、关键技术攻关等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科技培训和技术指导，产业人才培养等工作，提高科技研
发、技术集成和示范应用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绿色防控岗位专家陈卓教授在安
顺市平坝区新寨村推广蔬菜全生育期协同控害增效技术300亩，联
合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调查病虫发生流行规律，指导农技人员和菜
农科学防治病虫，示范区平均防效达 85%，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10%
以内；化学农药减量30%，农残检测合格率100%。

——科技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贵州聚焦品种品质品牌做足“土特产”文章。积极推进专业化

生产、标准化养殖、规模化经营，复合种养、绿色防控等技术研发、推
广，杂交水稻超高产精确栽培技术入选全国主推技术。建设国家科
学观测实验站1个，农业农村部部省共建实验室1个、企业重点实验
室2个，省部级以上农业科技创新平台达到61个。成功组装世界上
首张无间隙中国酒用高粱红缨子T2T基因组。提出油菜双隐性核
不育杂交育种理论，油菜恢复系含油率突破54%。贵乾半细毛羊新
品种实现贵州畜禽品种国家审定零突破。建成国家级杂交水稻制
种大县（岑巩）1个，建成马铃薯（威宁）、油菜（长顺）、茶叶（湄潭）国
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3个。

高质量建成“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绿色农药创制与精
准生产技术、农药作用靶标与抗性机制、农药环境毒理与残留效应、
对靶传递与精准施药技术四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新农药创制研
究方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噁唑虫嘧啶以1600万元授权给企业产业
化，创制产品环吡氟草酮、三唑磺草酮等年销售额达11亿元，2023年
在稻麦和玉米田中的应用面积突破8100万亩。宋宝安院士“防治农
作物主要病虫害绿色新农药新制剂的研制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针对蔬菜、水稻等作物主要病虫害药剂品种单一与剂
型老化、抗药性加剧及飞防专用药剂短缺等技术难题，创制的仿生型
杀菌剂丁吡吗啉，对疫病防效比常规药剂烯酰吗啉防效提高15%，兼
防炭疽病，对作物与环境安全；开发的噻虫胺和噻虫嗪等微胶囊颗粒
剂，解决了现有药剂安全性差的难题，近三年推广应用4127万亩次，
为中国绿色农药创新和植保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截至目前，贵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较“十三五”末分别提升5个和7.8个百分点。

农技服务效能不断提升

贵州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条件建设，强化公益性农技推广体
系与半公益、经营性组织协同，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互融互促的
农技推广网络，既充分发挥了农技推广体系的公益性保障作用，又激
发了农业科研院所、涉农院校的研发优势和涉农企业的市场活力。

——机构健全队伍稳定，聚焦产业强化推广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要稳定队伍、提升素质、回归主业，强化公

益性服务功能”，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明确要
求。贵州通过招录、引进、调入等方式不断充实农技队伍，保持县、
乡两级农技推广机构和人员稳定，确保农技服务公益性职能活有人
干、事有人管，畅通了农技服务网络。县级农技推广机构已全部覆
盖，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已覆盖所有乡镇和涉农街道办，县乡两级农
技人员2.05万人，近3年来累计培育农业科技示范主体2.2万个，累
计推介绿色增产、节本增效的主推技术 1000余项。2023年推广水
稻“两增一调”327万亩、玉米“一增五改”322万亩，辣椒轻简化高效

绿色生产技术应用超100万亩、亩均增效10%以上。
——搭建示范展示平台，扩大辐射带动效应
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布局建设 50个

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在基地引进示范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农
作物品种，示范展示绿色高产高效技术，着力解决行业“各管一段”、
研发主体“各攻一段”的问题，形成高效联结、熟化融合、解决生产实
际问题的综合技术方案。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让农户可感可
及，推动“专家田”变“农民田”“小面积高产”变“大面积增产”。

贵州省农科院油料研究所在安顺市平坝区小河湾村，2023年试
验示范自育高产高油“黔油”“油研”系列新品种6个，通过合理密植，
适时早播，一促四防，科学施肥等措施，平均亩产182公斤，最高亩产
达到198公斤，比当地非示范区增产30%。农业科技示范户反映，在
今年天气干旱又遭遇低温影响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收成实属不易。

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贵阳试验站李飞研究员，在威宁县雪
山镇示范马铃薯“黔芋10号”，配套展示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平均
亩产超 8000斤。李飞研究员说，“黔芋 10号”是由省农科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选育的新品种，2021

年获国家登记证书。该品种高抗晚疫病，块茎干物质含量 23.9%，
淀粉含量18%，是淀粉、全粉加工专用品种，适合贵州春作区种植。

——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农技人员自身综合素质和技能技术水平是做好农技推广工作的

基础。贵州注重农技人员能力提升，采取课堂教学、异地研学、实践
操作等多种形式，分产业、分层次统一组织连续不少于5天的集中脱
产培训，2024年以来已有2000多名基层骨干农技人员，分类分期分
批赴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贵
州大学等涉农高校开展培训，学本领、长知识、开眼界。遵义市农技
员张啟东表示，浙江的乡村振兴走在全国第一梯队，很幸运能来学
习，乡村建设需要因地制宜，要找到适合本地发展、体现本地特色、发
挥本地优势产业，凝心聚力，才能打造好、运营好、发展好。近三年来
累计培训基层农技人员2.4万人次，实现了3年轮训一遍的目标。

创新推广机制激活引擎

贵州创新农技推广机制，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入实
施激励农技人员创新创业“揭榜挂帅”、推动农技推广体系和产业技
术体系深度融合，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最后一公里”。

——激励农技人员创新创业“揭榜挂帅”
2022年以来，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连续三年组织开展激励农技人员创新创业
“揭榜挂帅”。工作推动上“三级联动”。省级制定行动方案，明确行
动目标、重点任务、考核验收、结果应用和保障措施。省、市、县分别
成立领导小组，组织部门在组织推动方面强化支持，人社部门在激
励措施方面提供政策，农业农村部门统筹开展督促指导、考核评价
等工作，通过层层动员部署，部门联动发力，形成上下齐抓共管、各
级农技人员广泛参与的良好格局。服务方式上“点面结合”。广泛
征集农户、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累计发布基础
性榜单 195个、创新性榜单 412个。农技人员至少完成一项基础性
榜单，如粮油类高、中、初级农技人员分别指导不少于 500 亩、300
亩、200亩种植面积，推广普及良种良法，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在
此基础上，农技人员组团“揭榜”开展技术创新攻关，突破点上关键
技术瓶颈，为面上技术推广提供储备。技术支撑上“专家领衔”。
省、市、县组建由院士领衔的专家服务团，进行全程技术指导、测产
验收、成效评价等，为行动提供技术保障。农技人员自主选择导师，
导师围绕方案制定、农民培训、田间管理、测产验收等环节，对基层
农技人员完成榜单进行全方位、全流程示范指导，有效提高基层农
技人员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考核评价上“激发活力”。制定测产
验收办法，统一测算标准，确保公平公正，农民、经营主体等服务对
象直接参与评价，服务成效好不好，服务对象说了算。制定考核办
法，明确考核程序、方式、内容和标准，按不超过 20%的比例评选优
秀，对得到表扬的农技人员，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评先选优上优
先考虑。要素保障上“全力支撑”。整合涉农推广项目、农业产业发
展资金向“揭榜挂帅”集聚，结合党政领导领办示范田、建设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培育科技示范户、农民培训等推动先进适用技术应用
推广。充分调动产业技术体系、科技特派员等科技力量，推动农业
科技人员与农技人员联合组团揭榜，实现农科教融合、产学研联动。

3 年来累计 5.66 万人（次）、7426 个团队踊跃揭榜，开展技术服
务240万余次，解决生产难题14万余个，5601名农技人员、765个团
队获得通报表扬，439名农技人员、108名干部获得职称、职务晋升，
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推动“双体系”深度融合
大力推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产业技术体系融合，基层农技推

广体系搭建科研课题攻关、试验示范、成果熟化的平台，确保资金、
人员、责任“三到位”，产业技术体系在主推技术应用、新品种引进试
验，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示范，集成技术展示示范等方面提供技
术支撑，构建“生产为科研出题、科研为生产解难、人才在实践成长”
的农业科技创新推广新模式。

贵州茶叶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前列，大力推行干净茶生产，茶园
全面禁用除草剂。为破解幼龄茶园除草成本高和旱死率高的问题，
省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在思南县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开展茶树幼
龄茶园套作除草技术示范，其中幼龄茶园套作大豆、紫苏、红薯和豆
薯等粮经作物，对杂草的防控效果达 80%以上，套种紫苏的亩产值
高达3850元，实现幼龄茶园节本增效。

贵州辣椒种植面积全国第一，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在播州、绥
阳、福泉等省级辣椒科技示范基地，针对辣椒育苗后期徒长严重等问
题，研发了控制辣椒苗期徒长和促壮生根的配方，结合农事操作规范
集成创新的“辣椒控旺促壮育苗技术”，连续2年入选省级农业主推技
术。该技术辣椒壮苗率达 96%以上，亩减少用工 4~5 个，节省成本
400~600元，深受广大椒农喜爱，已累计推广应用50多万亩。

新形势新征程，农业科技大有可为

农业科技在贵州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乡村振兴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在贵州的乡村田野上，农业科技创新、农技推广的故
事还在继续书写。每一位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技推广人员都是一颗
希望的种子，他们播撒着知识和技术，收获着农民的笑容和乡村的
繁荣。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诠释着对农业的热爱和对乡村振
兴的执着追求。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贵州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围绕农业农村科技需求布局
科技创新资源，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产学研
推紧密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新格局，发挥好农技推广机构组织协调
新功能，向上联系政府，横向贯通涉农科研院校专家、涉农企业科技
人员，向下联系小农户，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形成
目标一致、优势互补的协同推广新机制，畅通加快科技进村入户到田
的机制和渠道，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推广整体效能，为农业强国建
设贡献贵州力量。 （本版图文由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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