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是农业大省，是全国十三个粮食主产
省之一和西部唯一的粮食主产省，自古享有“天
府之国”的盛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到四川考察，对四川“三农”工作作出系列
重要部署。近年来，四川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
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科技
和改革双轮驱动，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
强农为导向，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不断夯实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以创新科技服务模式为主
线，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一体
推进科技人才“组团式”帮扶，持续强化农业科
技支撑。四川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
55%，提高到2023年的63.9%，增长了近9个百分
点。科技创新成为四川担负战略腹地历史使
命，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确保农业增效
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第一动力。

聚焦优势特色产业
全力建强四川创新团队

2007年，党中央提出“要坚持走自主创新的
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
个方面，加快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步伐，提升农
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以农产品为单元、以50个
产业为主线，全面启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建设工作。四川高度重视中央在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方面的相关部署，根据产业实际，于2008
年率先开展马铃薯和茶叶两个产业创新团队建
设试点，正式启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
川创新团队建设。四川创新团队依托全省科研
力量，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农业科技自主创
新能力为核心，聚焦做大做强川粮油、川猪等“川
字号”优势特色产业，组建了“从产地到餐桌、从生
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各个环节紧密结合”的全
产业链产业技术团队，形成跨区域、跨行业、跨学
科、跨单位的科技创新大联合，紧紧围绕制约产业
发展关键核心和瓶颈技术问题，开展技术集成与
创新，在良种选育、种养高产优质关键配套技术、
农业现代设施与装备、防灾减灾、农产品加工储运
及质量安全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成功探索了产
业导向、需求导向、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科
研组织模式，有效破解了资源分散、协作不力、科
研与推广脱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难题，促进了
全省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的有机对接与良性互
动，筑牢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科技支撑四
梁八柱。

——团队规模西部第一
四川创新团队由专家团队和产业示范基地

县两个层级构成，每个产业组建1个专家团队，设
置1名首席专家，若干名岗位专家和产业顾问，建
立3-5个产业示范基地县。经过四轮建设，2024
年省级财政年度投入达到4000万元，较2008年增
长12.3倍，全省农业创新团队扩充至27支，首席
专家、岗位专家人数达342名，规模居西部第一，
实现主导产业和区域优势产业全覆盖。

——管理机制领先
紧盯科技服务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创新团

队管理、考核和资金使用具体办法，日常考核与
年度考核并重，健全“能上能下、动态调整”的运
行机制，设置创新团队产业副首席，由龙头企业
技术主管担任，将产业需求、企业诉求与创新团
队任务相结合，助推科技服务与产业发展深度
融合。生猪团队“川藏黑猪”品种权以1000万元
转让铁骑力士实现商业化开发，“川乡黑猪”父
本新品种累计推广种公猪 4000余头，生产优质
商品黑猪 2000余万头。2023年，专家团队联合
龙头企业成功培育“天府黑猪”“天府黑兔”等突
破性新品种90余个。

——破卡攻坚成绩显著
四川创新团队共创制育种新材料 3055个；

育成新品种 476个，其中国审品种 97个，省审品
种 343个，37个品种被列为全省主导品种，获得
植物新品种授权 133 个。创新集成新技术 491
项，形成了379个技术标准和技术规程，153项技
术被列为全省主推技术。研制 74种新工艺，开
发新产品 305 个。水稻团队选育的“品香优秱
珍”荣获四川省“稻香杯”优质米特等奖，纳入四
川省重大推广品种，2024年创下 801.4公斤的高
产新纪录。淡水鱼团队选育长吻鮠“川江 1号”
获批国家新品种证书，突破我省水产新品种证
书空白。食用菌团队选育的粉色木耳新品种

“粉耳 1号”为国内外首次育成。油菜团队选育
的天彩油 1号，广泛用于大地景观打造，丰富市
场供应，拓展文旅功能。十字花科双单倍体诱
导系育种技术实现从经验育种到定向高效的精
确育种转变，育种效率提高 2-3 倍，为国际首
创。开发出具有自主产权的基因编辑系统——
新 CRISPR-Cas 系统，在水稻前沿育种“卡脖
子”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聚焦科技到田入户
全力推动专家“组团式”帮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全面打响了脱贫攻
坚战。2018年开始，四川坚持标本兼治、长短结
合、综合施策，启动实施深度贫困县定向培养、
在职培训、人才招引、人才援助、人才稳定等人
才振兴“五大工程”，全面启动“科技扶贫万里
行”活动，采用“人才+团队+项目”的方式，每年
选派 1000人次以上专家赴原深度贫困县，在决
策咨询、技术指导、人才培养、成果推广等方面
开展援助，为当地培养造就了一支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以人
才智力支撑不断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和发展
后劲。脱贫攻坚胜利后，为贯彻落实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决策部署，坚
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2021年在保持
对原45个深度贫困县专家服务团稳定支持的基
础上，覆盖全省 21个市（州），把“科技扶贫万里
行活动”整体扩面拓展为“科技下乡万里行活
动”。2022年，国家向四川选派25个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以 3年为周期，强化科技
人才支撑，巩固地方产业发展成果，四川将两个
活动合并谋划、一体推进，继续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好“组团式”帮扶。

——强化部署推动
四川省委分管领导每年专题研究部署重点

工作，实施一县一方案、一业一措施，将人才下沉
“组团式”帮扶纳入乡村振兴考核，出台帮扶人才
关心激励六条措施。2023年对表现突出、成效明
显的27个服务团和131名优秀专家进行了通报表
扬，优先安排实绩突出的专家参加国情省情研修、
休假考察等活动，支持帮扶地为专家发放当地人
才卡，在项目申报、职称评聘等方面给予倾斜考
虑，激励专家人才下沉一线、尽锐帮扶。

——按需组建团队
建立由省委组织部、农业农村厅等省直部门

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制定年度任
务、开展考核考评、动态调整组团方案，2023年按
照“区县申报、市州把关、省级审核”流程，经“三上
三下”反复沟通，在全省统筹筛选39个农林类产
业，科技厅和农业农村厅分别给予专项经费6686
万元、8000万元，统筹保障国家科技特派团和受
扶地；省委组织部协调省财政专项经费 1620万
元，协同推进25个国家科技特派团、135个四川科
技下乡万里行专家团队、900余名国省专家，对全
省21个市州116个县开展下沉帮扶。

——帮扶成效显著
专家服务团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坚持

科技服务与产业发展并重，2023年全年创新集
成先进种养技术 100余项，推广应用新品种、新
技术、新模式 2202 项，开展集中培训 1649 场
（次）、现场技术指导4206场（次）；指导建设科技
示范基地、产业园区等1097个，引进、对接、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 871个；通过“师带徒”等方式，结
对培养科技示范户、技术骨干6200人，培训实用
人才 2.9 万余名，引导本地产业延链补短、自主
造血。国家科技特派团越西团谢红江团队指导
建设苹果矮化集约复合种植基地 5600亩，带动
龙头企业增收 800 万元、头部种植户增收 20 万
元；四川科技下乡万里行大豆团杨文钰团队指
导遂宁市以大豆亩产 207.34 公斤、玉米亩产
651.1公斤的优异成绩荣获全国大豆高产竞赛带
状复合种植组第一名，创全国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高产新纪录。

聚焦创新服务能力
全力建设科研教育培训体系

充分挖掘四川农业科研教学资源，加快构
建农业科学院、农业大学、职业培训“三位一

体”的农业科技供给和实用人才教育培训
体系。

——高水平建设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202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制定《四川省省属

农业科研院所改革方案》，将农业农村厅下属省
畜牧科学研究院、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省阳
平种牛场及经济和信息化厅下属的省植物工程
研究院整体划入省农业科学院，并探索机构编
制备案制管理，开展“保障+激励”改革、科研经
费“包干制”改革、人员流动管理和招聘面试改
革。2年来，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围绕国家重大需
求，优化学科布局，形成 20余个骨干学科群，构
建粮经统筹、农牧并重、种养循环的现代农业学
科体系，其中植物学与动物学、农业科学跨入
ESI全球前1%，院属8家单位进入省属科研院所
创新能力评价TOP20名单。聚焦“卡脖子”技术
难题，统筹推进“1+3”种源关键技术攻关、“1+9”
揭榜挂帅科技攻关等专项，近两年，6个特色资

源先后入选“全国十大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
稻、麦、油、畜禽等6个新品种入选农业农村部农
业主导品种，占全省55%；7项技术入选农业主推
技术，占全省87%；3个品种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
超级稻，占全国 18%。强化科技成果示范转化，
在 160个县（市区）建立 182个科技示范点，核心
示范推广面积1100万亩；培养科技示范农场750
个，充实壮大“土专家”的“领头羊”队伍；每年召
开推广培训会超 400 次，培训指导 3.8 万余人
次。聚力打造“天府农科”公共品牌，挖掘更多
高价值易转化的原创性物化科技成果，逐渐孵
化推出标志性农业科技产品。

——高起点共建四川农业大学
在农业农村部关怀下，推动四川农业大学

进入部省共建高校序列，四川省政府统筹财
政资金 36 亿元，支持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强化
学科专业建设，提升办学质量。今年学校农
业科学跃入 ESI 全球前 1‰，前 1%学科增至 10

个，居全省高校第 3、全国农林高校第 6。新增
食品科学与工程、农业工程、农业 3 个博士学
位点，共招收博士 289 名、硕士 2808 名，同比分
别增长 16%、7.3%。

——高标准打造“一村六员一主播”
在全省以行政村为单元，采取志愿服务、

适当补助、动态管理方式，培养选用农业技术、
农业机械、返乡创业、农旅融合、乡村建设、农
村电商 6 个指导员和 1 个农村电商主播，在每
年安排农业实用人才专项培训的基础上，按规
定给予“6 员 1 主播”每人每月 500 元的工作补
贴，用人单位所在地县（区、市）统一购买意外
保险。今年共计培养 6000人，力争到 2026年达
到 1.8 万人试点规模，着力探索“省市县乡村”
多层级参与、“农文旅人商”多部门聚力的农村
人才培养“四川模式”。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由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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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省级最大规模种质资源综合库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投入使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女科学家利用生物育种手段，培育出突破性马铃薯新品种。

俯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竹核镇俯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竹核镇，，一片丰收景象一片丰收景象。。 杨志刚杨志刚 摄摄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组织百人科技服务团深入四大粮食生产区开展科技指导。

四川省南部高山区高标准、绿色规模种植茶园。 张学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