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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设立于1987年的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用于表彰在实施农业技术推广与成

果转化中取得显著成效的项目、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农业技术推广
成果奖、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和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2019年，农业农村部坚持
面向产业、面向基层、面向实际，完成2016~2018年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奖，共
评选出399项成果奖、20项合作奖、500项贡献奖，筛选出一大批引领区域农业产
业提质增效、推进绿色兴农战略的好成果好技术，遴选出一批促进农业农村发
展、带动乡村产业兴旺的“老黄牛”“新能人”“引路人”，发掘出一批加强政产学研
推用高效合作推广的新模式。

其中，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奖励在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农
科教、产学研、相关组织等合作团队。经过各省遴选推荐、多轮严格评审，20个团
队在2016~2018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合作奖评审中脱颖而出。现
刊发部分推广合作奖先进事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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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政产学研推用高效合作推广新模式
——2016~2018年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合作奖先进事迹摘选

2012 年以来，在广袤京郊大地的牛舍
里，活跃着一批来自不同单位、不同领域，自
称为“奶牛保姆”的人。为了奶业振兴这一
共同的目标，他们走到一起，以需求为导向，
以“保姆”式服务为宗旨，足迹遍布京郊，并
拓展到津冀、迈向了全国，他们为中国奶牛
产业的健康发展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
力量。

北京市畜牧总站牵头，依托奶牛产业技
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联合在京的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推广单位及相关企业共 39
家，实施“奶牛保姆行动”，提升北京及周边
奶业技术水平。经过 7 年多的积极实践，

“奶牛保姆行动”已经发展成为“成熟、高效、
实用”的技术推广模式，通过“一对一、一对
多、多对一、多对多”等多种技术服务方式服
务于北京奶业的发展，体现了“管理精、培训
专、服务亲、交流广、科研实”等特点，实现了
模式与品牌的协同创新。

“奶牛保姆行动”组织了“奶牛繁殖技术
培训区县行”“夏季热应激防范措施入场指
导活动”“京津冀精准服务牧场行”等活动，
经过“接地气”的培训指导，养殖者的技术水
平得到大幅提升，取得非常好的成效。

几年来，“保姆们”依据生产需求，研发
了一大批实用技术和产品，有力推动了北京
奶牛产业的健康发展。如在解决奶牛场污
水处理方面，针对牛场周边没有农用地可有
效消纳污水的问题，在北京市密云久兴养殖
场建成了以“连续回分式活性污泥处理工
艺”为核心、全自动无人值守的奶牛场废水
处理示范线，为奶牛场废水处理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北京方案”。

奶牛养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式各
样的急事、难题，若解决得不及时，就会给

养殖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服务过
程中，“保姆”们始终遵循“有求必应、有问
必答、有需必到、有难必帮”的“四有四必”
工作原则，全身心投入，帮养殖者排忧解
难，为各类技术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案。

“奶牛保姆行动”的实践，在推广新技
术、新产品的应用过程中，极大地改变了养
殖者的观念。

在青贮饲料制作方面，过去养殖者大多
关注青贮玉米收购价格，每吨能便宜几十块
钱就开心，对收储的青贮玉米干物质及淀粉
含量并不关注，而这恰恰是影响青贮饲料质
量的关键所在。“奶牛保姆行动”通过大量培
训和科学试验数据告诉养殖者事实真相，彻
底改变了养殖者的观念。

在奶牛卧床舒适度方面，过去养殖者为
节省开支，不舍得投入资金改善卧床的舒适
度，“保姆”们通过培训、试验数据和现场示
范告诉养殖者，同一头奶牛吃同样的东西，
每多躺卧 1 小时，奶牛的产奶量可以提高
1.5~2公斤，这样的培训方式潜移默化地改
变了养殖者的观念。

“奶牛保姆行动”实施7年多来，开展各
类实践服务活动 3761场（次），培训各类技
术、管理人员 72133人次，建设示范基地 45
家，推广“奶牛繁殖调控技术”“奶牛乳房炎
综合防治技术”“奶牛场废水回用技术”等新
技术（产品）455项，制定省部级以上技术标
准21项，覆盖奶牛178.7万头次。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经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经所测算，通过成乳牛单产水平提
高，繁育技术、犊牛培育技术、精准饲喂技术
等主推技术的推广应用，直接经济效益达到
17.09亿元。

“奶牛保姆”守护奶业健康

为破解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两张皮”、
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等问题，2015年
以来，河南农业大学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支持的“院校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为载
体，联合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河南省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按照“整合资源、发挥优势”的
原则，成立了“3+N”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协同
体，即以三家省级涉农单位为主导，根据河
南省小麦、玉米、生猪、家禽、牛羊等五大优
势产业和区域发展需要，联合方城县等24个
县级农技推广中心和河南三高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三色鸽乳业有限公司等14个基
层农技推广主体，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针对河南粮食和畜禽产业发展现状，
“3+N”农技推广协同体以河南省农业供给
侧结构改革的总体部署及河南省高效种养
业和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为指导，
以引领带动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
提质增效为目标，建立了“协同体+龙头企
业/经营主体+农户”的农技推广新渠道。

为有效解决科研与生产脱节，提高基层
农技人员服务能力，“3+N”协同体在充分调
研河南种植业、养殖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
创建了“1135”农技推广新模式，即1个产业+
1个团队+3级技术服务+5个农技推广区域
站/乡镇站。围绕小麦、玉米、生猪、家禽和牛
羊五大优势产业，1个产业组建1个多学科的
专家团队，开展3级技术服务（Ⅰ级：省级农

业推广技术专家服务基层农技人员；Ⅱ级：
省级农业推广技术专家、基层农技人员共同
服务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Ⅲ级：省级
农业推广技术专家、基层农技人员、龙头企
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共同服务农户），每个项
目县（市）的技术服务至少覆盖5个农技推广
区域站/乡镇站。

参与协同体的专家有国家和省级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岗位科学家、综合试
验站站长，以及来自省农业教学、科研、推
广单位和企业的 150余名，30%以上的专家
为正高级职称，带动近千名基层农技人员
参与农技推广服务工作。

科研院校通过与农技推广体系对接，为
先进技术成果找到了试验示范的广阔平台，
促进科技成果由试验田走向大田。科研院
校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在了解产业发展的实
际情况和农民技术服务需求的同时，也找到
了科学研究的方向，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实
现“藏粮于技”提供了新的技术储备。农技
推广部门通过与科研院校的对接，及时了解
或得到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能够快
速应用到生产中去。三家省级单位对农技
推广区域站/乡镇站和试验示范基地进行统
一规范管理，使其原有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
局更加合理。

三年来，推广小麦、玉米新品种 22个、
配套集成技术 33 套，推广畜禽新品种 12

个、配套技术 22 套，推广牛羊新品种 3 个、
配套新技术 7项。新增纯收益 14.13亿元，
总经济效益 24.68 亿元。示范区小麦和玉
米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秸秆还田率 90%
以上，深耕面积 70%以上，畜禽良种覆盖率
达到 95%，技术到位率达到 90%，机械化和
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

通过推广小麦和玉米高产高效、节本
增效、提质增效及绿色生产技术，实现了节
水、节肥、节药，有效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
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通过推广精准饲喂、
营养调控、饲料预处理技术，使饲料利用率
提高 10%，氮和磷排泄分别减少 20%和 25%
以上，畜舍内氨气和臭味物质的浓度降低
40%以上，环境效益显著；通过推广粪污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变畜禽粪污
为适合不同作物、不同土壤类型的生物有
机肥，实现了种养结合，改良了土壤结构，
保持了生态平衡。

同时通过“3+N”的实践，促进了项目区
农业绿色发展和提质增效。河南农业大学
同河南省畜牧局改良站等单位联合育种，培
育出中国第一个专用肉牛品种“夏南牛”，近
年集成推广了选种选配、犊牛补饲、低精料
日粮配方、肉牛直线育肥、短期快速育肥等
适合农村粗放饲养管理条件的肉牛饲养管
理技术，“夏南牛”成了河南的当家肉牛品
种，还被全国各地引种繁育。

2014年以来，浙江省粮油产业技术创
新与推广服务团队积极探索“双部门负责+
双首席领衔+双项目支持+双向链条式农
技推广”的“四双模式”研发示范推广模式，
实现了科研单位与推广体系的协同及省市
县的联动，促进了全省粮油产业的技术进
步，为其他产业技术团队提供了模板，带动
了全省农技推广效能的提升和完善。

“双部门负责”团队运作强化统筹协调
双部门负责一方是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科教处负责统筹协调农科教、产学研各单
位，针对粮油产业发展现状及技术需求进
行顶层设计，并负责绩效考评等团队组织
管理工作；另一方是省农技推广中心作为
组长单位负责团队的运行，集聚团队专家
力量，协同开展技术攻关、指导、培训和咨
询等，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双首席”专家推动产学研无缝对接
团队设立推广与科研“双首席”专家，

集聚了“三农六方”及市、县育种、栽培、土
肥、植保、农机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实现了
多方协同；同时，市、县两级也相应建立产
业技术团队，实现省市县三级联动。通过

“产业+团队+项目+基地”的推广应用模
式，形成产业技术研发一批、熟化一批、推
广应用一批的良性循环及滚动发展机制。

部省农技推广双项目持续支持
产业团队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和农民需

要导向，在摸清实际需求的基础上，聚焦制
约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和瓶颈问题，每年安
排项目资金，开展全链条式的技术研究和集
成创新，团队专家开展培训指导提升技术水
平。双项目既包括中央的双项目，即全国基
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补助项目和农业重大
技术协同推广计划试点项目，又包括省级双
项目，即省“三农六方”科技协作计划项目和
省粮油产业关键技术项目。“双项目支持”使
资金及服务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科研攻关+区域试验站+示范基地”双
链条研推

团队创建了基于需求导向的“科研攻
关+区域试验站+示范基地”的双向链条式
研发推广模式。科研攻关依托省“三农六
方”项目，面向全省征集制约产业发展的瓶
颈问题、产业发展急需的和共性的关键性
技术问题，由团队专家负责攻关；区域试验
站和示范基地依托省“粮油产业技术”项
目，区域试验站由市级农科院等科研系统
负责把团队专家的攻关成果等进行熟化，
示范基地由县级推广部门负责落实到生产
主体进行示范推广。同时，每个团队专家
至少联系指导一个示范基地，在指导技术
推广的同时，直接得到研究成果在实际生
产中的应用情况反馈。这样，科研课题从
生产实际需求中产生，形成的科研成果应
用于实际生产，又快速反馈给科研工作者，

及时进行完善与改进，形成了一个良性的
双向链条式闭路循环。使得农业科研成果
的研发更有针对性，推广更具高效性。

协作推广推动科技成果应用与产业
提升

2015~2018年，粮油产业技术团队组织
实施了 10 项粮油产业关键技术与瓶颈技
术协同攻关项目，建立区域试验站 8个，示
范基地 124个。集成了水稻叠盘出苗“1+
N”育供秧技术模式、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
技术、水稻两壮两高栽培技术、稻田综合种
养模式等绿色高效适用技术模式 15项、新
品种配套栽培技术10项，建立示范基地73
个，示范面积4.89万亩，总增效益1802.2万
元，培训 1.66 万人次，辐射面积 102.75 万
亩，示范带动全省推广应用新技术和新模
式 994.95万亩，促进了全省粮油产业高水
平高质量发展。

根据市场需求和粮油生产形势的变
化，加大优质粮油品种技术配套、绿色生产
技术集成和推广应用，不断推动粮油产业
转型发展。嘉58、嘉禾218、中嘉8号、甬优
15、嘉丰优 2 号等优质稻已成为浙江省主
导品种。“高油分、高产量，低芥酸、低硫苷”
的优质油菜品种浙油 50、浙油 51、浙大
622、浙大 630等一批优良品种已经取代以
前的浙双 72、高油 605等，种植面积达 70%
以上。

教科推无缝对接 破解推广难题 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四双”模式

2015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
资源保护总站在全国组织开展降解地膜的
试验评价和示范推广工作，围绕研发和评
价全生物降解地膜新材料、新工艺及新产
品，建立了由生态总站牵头组织（推广工作
链）、科研教学单位技术支撑（科技支撑
链）、企业产品研发（产业创新链）、社团联
盟宣传培训交流（连接环）、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种植大户示范推广（熟化示范点）的

“三链一环多点”的“双向反馈、多方协作、
多点衔接”的联合工作新机制，有效破除技
术研发研究、材料化工行业、技术推广各自
封闭运行和产需信息不对称等机制障碍，
促进原料研发生产、农艺配套、技术推广有
机融合和协同发力。

全面科学评价全生物降解地膜 填补
国内空白

从产品性能、降解机理、作物生长进
程、作物产量影响、土壤理化性质、环境影
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评价，兼顾了推广过
程中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建立了一整
套产品性能特点评价技术规范。

完善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规范 加强
示范推广

由生态总站牵头，在12个省分别建立了
百亩大田示范样方，摸清了全生物降解地膜
作物安全覆盖期等农田适宜性指标，形成了
代表性作物和代表性区域全生物降解地膜
应用技术模式12套；制定了适宜区域和适宜
作物的推广技术规程，在甘肃、云南等13个
重点用膜区建立了17个千亩大田示范样方，
辐射带动各地积极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大
田示范应用。初步试验结果表明，全生物降
解地膜在马铃薯、烟草、设施蔬菜等作物上
替代普通地膜取得了较好效果。

打通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落地通道
推动产业发展

通过联盟、协会搭建信息交流与资源
共享平台，农业环保推广体系、农技科研机
构、生产研发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协同发
力，定期组织研讨交流、观摩学习、教学培
训等，打通了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技术应
用产业链上下游，有效推动了 38家农业环
保体系机构、20家中央和地方科研院所和

大学、14个生产研发企业、40多家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之间的协作沟通，实现了全生物
降解地膜替代技术集成熟化、示范展示、推
广应用，有效提高了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
质量和优化了合成工艺，有力带动了产业
整体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在高性能、低成
本全生物降解共聚酯的大规模稳定生产关
键技术获得突破，填补了国内空白。

形成高质量科技成果 推动政策法规
出台

推动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多项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出台，参与制定了《全
生物降解农用覆盖薄膜》国家标准和相关
行业、企业标准，出台了《农膜回收行动方
案》等重要文件。该技术连续两年被纳入
农业农村部十大引领性农业技术，生态总
站牵头申报了《一种可降解地膜作物栽培
对比试验技术方案》等四项专利，申报了农
业行业标准《全生物降解地膜应用效果评
价技术规范》。各参与单位制定了国家标
准和相关行业、企业标准 6个，获授权发明
专利19项。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
测所、全国畜牧总站、天津市奶业发展服务
中心、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天津市
畜牧总站等 15家单位，以破解规模化养殖
业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难题为目标，以实
现养殖场粪污有效治理为出发点，构建协
同高效科技服务机制，为天津乃至全国范
围畜禽粪污资源化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优化资源配置 构建规模养殖场粪污
治理技术推广模式

组建了“地方政府+科研单位+推广部
门+龙头企业”的“政产研推”长效合作项目
团队，构建“省级畜牧总站+区级畜牧推广
单位+龙头企业”的“金字塔式”推广模式与

“双向反馈”技术优化机制，发挥各单位在
管理、技术研发、推广上的优势，通过有效
衔接、科技创新、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形
成了以点带面，立足天津、服务全国敏感流
域和整市整县的推广模式。

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技术集成推广减
排贡献突出

截至 2018 年底，项目取得鉴定成果 8

项，授权国家专利 37 件，软件著作权 40
件，编制行业和地方标准 8 项。建立基于
养殖生产全过程的技术创新，围绕源头
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
创新研发了粪便高值转化的关键技术 5
项，创新研发了粪水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等关键技术 5 项，集成了种养结合
就地利用、集中处理异地利用、能源转化
循环利用、基质转化综合利用、深度处理
达标排放等五大粪污处理模式，其中基
质化粪便垫料回用模式已被纳入农业农
村 部《畜 禽 粪 污 资 源 化 利 用 行 动 方 案
（2017-2020 年）》的主推技术。为了实现
养殖场粪污治理的规范化设计和示范推
广，团队在养殖场规划布局、养殖环境监
测、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制定
技术规范 9 项。

强化典型引领 推进粪污治理技术全
国范围应用

团队将成熟的技术模式推广到洱海流
域、丹江口库区等典型流域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核心区，以及内蒙古、湖北等实施农业

农村部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工作的养
殖大省。关键技术在天津地区、敏感流域
和全国其他畜牧大县的推广应用，覆盖生
猪 238.5 万头，奶牛 50.3 万头，肉牛 276.98
万头，禽类 1494.9万只，肉羊 1.27万只，折
合猪当量 477.45万头，实现了养殖场及其
周边环境的显著改善。依托“国家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科技创新联盟”“国家农业
废弃物循环利用创新联盟”和“国家畜牧科
技创新联盟”等平台，大力开展了示范推广
和技术培训，累计培训科技推广人员和养
殖户代表 7000余人。2013年以来，项目累
计实现化学需氧量削减 69618.96 吨，氨氮
削减 3686.61吨。通过增收节支创造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累计实现经济效益16.05亿
元。通过有效合作，深入研究了养殖污染
环境控制，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实现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在推动
我国畜牧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学研推”融合发展 建立粪污有效治理的高效科技服务机制

为加快发展高原特色现代生态农牧业
的发展，青海省将油菜、马铃薯、高原冷凉蔬
菜、青稞、小麦等麦类、牛、羊、饲草、生猪、冷
水养殖确立为青海省十大农牧业特色产
业。2013 年以来围绕十大农牧业科技需
求，构建农牧业科技服务“三级平台”，推进
农科教产学研深度合作，将新技术推广到农
牧民手中，打通农牧科技推广的“最后一公
里”，为十大产业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产生了巨大的技术效应，充分彰显了农业科
技和农技推广工作的巨大价值，为青海特色
农牧产业脱贫插上了科技翅膀。

推动多元要素融合发展 构建产学研协
同“三级平台”

青海省畜牧总站、青海省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海省畜牧兽医
科学院、青海大学等省内主要5家涉农科研
及推广单位作为基础组建了省级产业技术
转化研发平台。27个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
革与建设项目县级农技推广队伍扩充转型
为县级推广平台。农业科技示范户和辐射
户同步转型为三级平台中的技术应用平
台。2014年十大农牧业科技推广创新三级
平台全部建成，以“1+5+10+41”为格局、以
大协同大合作为特点的青海高原特色现代
农牧业科技推广体系建成。

三级平台共聚集有省县农牧业科研教
学推广单位102家，省县级专家621名（其中
5家省级单位占到省级专家的68.7%），功能
室52个，技术推广员 2887名，企业41家，示
范基地 61个，示范户 1.2万户、辐射户 10万
户共同参与到平台合作中。通过平台推进
的农科教产学研省县户多元参与多方位多
层次的大合作，有效整合了人才、技术等核
心要素，串联了研发、转化、推广、应用的各

关键环节，改变了“科技”“推广”两张皮、省
县各管一摊，技术研发转化推广路径不畅的
局面，创建了农牧业科技推广整体通道，打
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强化制度投入 构建“三级平台”保障体系
有效建立各级平台运行制度156项，确

保了“三级平台”的有序运行、工作的有效衔
接、人员活力的有力激发、技术的逐级落地，
通道的畅通稳定。建立资金支撑体系，部省
共同投入专项资金2亿元支持，产业平台参
与企业及其他合作企业平台，自行出资超
5000万元，共同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推
广。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双向互
评制对平台建设进行考核，省级平台已进行
5次年度考核和一次 5年大考核，省级平台
对县级平台、应用平台考核超过 120次，县
级平台评价省级平台 20次，示范主体对县
级农技推广人员每年评价超过 200次。省
级平台和县级平台开展自评超过50次。

完善“三级平台”运行机制 加快先进实
用技术转化应用

通过“引进、熟化、集成、研究攻关、会
诊、收集、示范、调查研究”8 种方法，形成

“技术库”，从中遴选形成各产业省级主推技
术和主推品种名录。各产业平台与企业及
其他科研团队积极合作交流研发培育开发
了一批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10大平台
共研发了新技术 47 项。培育 25 个新品种
（品系），开发新产品125个。10个平台累计
进行技术会诊42次、收集民间技术38项、在
全省 61 个示范基地示范技术 86 项，调研
130余次，培训技术人员和农牧民累计 6618
人，覆盖全省。培育的马铃薯“青薯9号”在
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区应用，累计推广
2524万亩，新增产值94.74亿元。

构建农牧业科技服务“三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