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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动态

5科技创新

聚焦

科技部、财政部共同开展
“百城百园”行动

近日从科技部获悉，为加快推动一批先进适用重大科技成果落地
转化，科技部、财政部将共同开展“科技抗疫-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百
城百园’行动”，实施周期为2020-2021年，遴选100个左右国家创新型
城市（县市）和100个左右国家高新区等科技园区开展行动。以支撑
落实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稳定就业等重大任务为主要目标，按照

“一城一主题”和“一园一产业”原则，加快推广一批先进技术成果
落地应用，完善区域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开展“百城”先进技术成果推广应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县
市）为实施主体，把技术推广和应用示范与复工复产、扩大内需结
合起来，聚焦疫情防控、智慧城市（社区）、卫生健康、智慧环境、智
慧农业、科技扶贫、灾害应急等主题，按照“一城一主题”原则凝练
行动任务，发挥科技、财政等部门作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
创业的政策保障，健全区域技术转移体系，快速推广应用一批技术
成果、技术工艺包及科技赋能典型案例，提供城市开展主题建设的
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支撑和服务地方疫情防控与创新发展。

开展“百园”先进技术成果推广应用。以国家高新区等科技园
区为实施主体，重点在生物技术、未来食品、医疗装备、5G网络、人
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节能环保、智能制造、自动驾驶等新兴产业领
域，按照“一园一产业”原则明确产业创新发展任务，发挥科技园区
管委会的组织优势，积极对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重大成果及科研团队，推动企业积极承接和转化先进适用科技
成果，围绕产业链快速应用一批先进科技成果和创新解决方案，培
育壮大新动能，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国家高新区等科技园区
依靠科技创新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丽颖

□□ 本报记者 李丽颖

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又
是一年春归时，大江南北，万里神州，春潮涌
动，春耕正酣。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发挥

“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资源克难事”的体制
机制优势，各区域科技创新联盟充分发挥科
技和人才优势，助力春耕春管，确保不误农
时，保障夏粮丰收。

湖北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全方位科技服务 解决生产难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最为严重的湖北
省，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创新工作方式，抢
抓农时农事，以实际行动为荆楚大地农业生
产保驾护航。联盟聚集 24 个农业高校和科
研院所优势科研力量，组织成立春季农业生
产和精准扶贫农业专家服务团，并以联盟名
义出台中稻、蔬菜、小麦、春茶、果树、油菜、
畜牧、小龙虾生产管理等 8 份农业生产指导
意见，组织专家编写当前农业生产与管理技
术 33 篇，汇编成册后下发到生产一线。

联盟通过电视、电台、网络等开展全方
位科技服务，专家在湖北省广播电视台直播
重要农业生产管理要点，同步在“农事无忧”
云平台在线播放，组织制作中稻、小麦、蔬
菜、春茶、果树、油茶、畜牧业生产管理、病害
防控等关键技术资料在各网络媒体上发布，
为湖北基层农业推广部门开办网上技术讲
座提供支撑。

随着疫情缓解，滞留武汉以外的科技人
员就地下沉农业一线，零距离对接指导当地
农业生产，100 多名科技人员入企下田，多
种方式开展科技服务。湖北晨阳生态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在联盟专家的专业指导下，成
功阻击非洲猪瘟，目前生产稳定，生产母猪
存栏规模达到 2000 头，其中新增后备母猪
1200 头。

科技专家点对点、一对一有效解决了生
产难题。鄂西北的丹江口市荣泉辣椒种植专
业合作社向蔬菜团队求救，专家立即联系海
南辣椒种子基地和湖北鸟王种禽有限公司，
落实 1000 亩面积所需的 50 公斤辣椒种子和
20 吨商品有机肥，解决了企业燃眉之急。联
盟科技团队了解到企业迫切需求，加强对接
解决产品“卖不出”和原料“买不到”的问题，
对接帮助水稻、畜牧、蔬菜等农产品生产企业

264 家。目前 147 家联盟企业基本实现复工，
复产也在逐步恢复。

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线上线下融合服务科技成果送到农家

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面向春季农业
生产，发挥科技力量，在全面准确细致的了解
全省农业各相关产业现状，组织专家研究制
定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技术要点，通过网络，
以文字、视频、多种形式发送到农民手中；同
时，借助科技下乡活动的开展，将技术成果赠
送到农民手中。

联盟积极开展线上直播课堂创新服务模
式，联盟理事长单位山东省农科院联合山东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开设“战疫情、战春耕
——山东 12396 线上课堂”，利用广播乡村频
道广播直播、网络直播等形式，邀请权威专家
在实验室、试验田开展线上教学。截至目前，
线上课堂已有 19 名专家授课，网络直播收看
点击量累计近900万

联盟成立了由 400 多名科技人员组成
的 27 支技术服务队，围绕小麦、蔬菜、果树、
中草药、牧草、土壤肥料、蜂业、畜牧、家禽、
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农业等 27 个产业领
域，面向全产业链，聚焦当前农业生产堵点
难点，进驻山东 16 地市的田间地头，开展定
点定人科技服务活动。联合涉农高校、16
地市农科院、农技部门等，联合开展“走进
乡村、走进企业”科技下乡服务活动 100 多
次，400 余人次科技人员深入 16 地市、70 余
个县（市区）、100 余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精
准高效服务春耕备耕、复工复产，帮助恢复
生产、发展产业。

了解到部分地方农民受疫情影响买不到
化肥的情况后，山东省农科院玉米产业技术
服务队协调合作企业调运 8 吨专用化肥，捐
赠给夏津县南城镇拐里三村，解决了农民的
燃眉之急。山东省果树所专家走进泰安市
东平县大羊镇、梯门镇，为果农现场讲解了
果树的整形修剪、品种更新、高接改接等技
术，解决了果农生产中的部分难题。山东省
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为保障春耕期间农机
配件的精确和及时供给，减少春耕农机具故
障维修时间，多次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根据企业需求，就雷沃拖拉机多个系列
产品零部件图册的开发工作提供技术服务，
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安徽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瞄准四大产业 推进春耕春管

安徽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组织产业专家
分析研判，科学指导，联盟 83 家企业截至目
前，复工率达到 98.8%，有力保证春耕备耕农
资供应。

水稻正处早稻育秧季节，联盟组织200多
名粮丰科技特派员就近指导早稻和“再生稻”
农业生产，稳定全省双季稻面积 250 万亩，推
广“一种两收”再生稻技术模式。该模式具有
生育期短，种一次收两次，省种、省肥、省工等
优点，去年全省规模大户种植面积近20万亩，
曾在郎溪县涛城镇恒丰两优种植家庭农场创
下亩产累计达 1028.2公斤的高产；今年，在安
徽省农科院水稻专家吴文革指导下，怀宁县
茶岭镇清水水稻种植合作社通过工厂化育秧
方式，播种800多亩再生稻。

通过举办网上小麦田管会，联盟小麦专
家在合肥、阜阳、凤台、庐江等地以视频直播
连线的方式，查苗情，为下一步的小麦田管制
定科学方案。今年全省小麦苗情总体向好，
各区域一类苗、二类苗总占比均达 80%以上。
安徽省农科院小麦专家汪建来对安徽省小麦
管理提出建议，今年小麦春季田管一定要朝
着培育壮秆大穗，减少小花退化，养根保叶防
早衰的目标前进，以达到实现绿色安全丰产
优质高效的总目标。

在园艺方面，联盟专家奔赴各地积极指
导春季生产，赴六安实地指导果园清园、修
剪施肥、病虫害防控等工作；深入蚌埠、阜
阳、宿州、岳西、芜湖、和县、舒城、太湖等生
产一线，送去速生蔬菜种子、速溶肥等生产
资料；赴界首、蒙城、肥东等地对马铃薯出现
旺长趋势和局部有生理性病害、红蜘蛛危
害、肥水管理等技术要点进行现场讲解；深
入潜山、长丰、肥西等地指导栝楼根采收，布
局 2020年栝楼种植。

联盟水产专家围绕大宗鱼、龟鳖、河蟹、
青虾、稻渔综合种养五大主要产业，明确任
务分工，分区域落实疫情期间帮扶工作任
务。强化分类技术指导保生产，充分利用网
络平台，将技术发布在全省沿江、沿淮和环
巢湖区域的 40 多个水产养殖交流群，覆盖养
殖面积 330 余万亩，在线培训人数 2600 余
人。对因疫情影响造成生产延误的，引导渔
农抢抓农时，科学做好品种更新、养殖模式

调整，确保生产不停顿。

西北农林科技创新联盟：
科技培训不停歇 推进春耕不放松

西北农林科技创新联盟充分发挥成员各
自的科研优势和服务区域农业生产的实践经
验，利用多种形式全力以赴服务当地农业生
产。联盟成员单位充分发挥网络教育资源优
势，面向春耕春管一线，通过微信群、抖音、快
手专家小课堂、远程教育等方式在线培训、答
疑，将培训课堂搬到生产一线，围绕生产实际
对农业生产一线人员进行指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水苹果试验站与渭
南市科协、白水县科协及白水县园艺站联合
采用网络直播的形式，在学校白水苹果试验
站对广大果农进行苹果园春季管理技术培
训。当日在线学习人次5万以上，农民学习热
情高，互动积极。

新疆农业科学院通过编制《红枣、核桃、
葡萄、杏、苹果 5 种主要果树春季果园具体操
作管理技术要点》等电子技术资料和课件，开
展微信群授课 20 余次，推送各类资料 100 余
次，在线参训人员4000余人次。

新疆农垦科学院组织了“合理选肥与水
肥一体化技术高效应用”等网络直播，讲解春
耕高效用肥用水灌溉施肥实用技术，讲解春
耕整地注意要点，讲解春耕农机装备使用注
意事项及修理常识。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以“现场直播”技术
培训的形式进行在线授课，指导全区农牧业
生产有序开展。3月 7日开播以来，组织全院
24位专家每天在20∶00—21∶00准时进入直播
间，围绕春耕整地、品种选择、精准施肥、病虫
草害、接羔保育、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等内容，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图片进行现
场直播授课，让农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
春季生产技能。

新疆畜牧科学院派出技术服务组赴和田
地区墨玉县蹲点多胎羊和肉鸽养殖基地，开
展春季接羔育幼、母羊饲养管理等工作，并指
导当地的农牧民做好春季动物疾病防治、开
展畜牧业生产技术服务等工作。

甘肃省林科院派出人员赴天水市秦安县
中山镇、陇南市武都区，文县中庙镇西家坝、
尚德镇、堡子坝乡等地举办花椒、油橄榄、鲜
食枣等经济林栽培技术培训班，并为参加培
训的农民赠送了农具和栽培技术手册。

□□ 杨宇航 本报记者 孙眉

在云雾缭绕的梯田上，在挂满果实的果林
中，在郁郁葱葱的大棚里，农民们都能看到熟悉
的“杨凌人”的身影。他们穿梭山林、躬耕乡野在
希望的田野上，他们用科技之灯指引帮扶地区群
众，讲述着一个个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生动
故事。

近年来，陕西杨凌示范区发挥自身农科教优
势，用真功、较真劲、出实招、见实效。不断创新
机制，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开发经验和模
式，在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扶贫扶志等方面确保
精准扶贫，印下了一个个鲜活的“农科印记”。

科技之灯指引帮扶
农民“心里有底”

阳春三月，陌上花开。3 月 24，在陕西省榆
林市佳县朱官镇杜家茆村的科技示范推广基地，
村民杜支福正在地里整地备播，家里的 20 亩土
地成为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后，他就找到了养家糊
口的“新路子”，每天一心一意地“照看”着这些地
里的“金豆子”。

杜支福告诉记者，2018年10月，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为佳县 102 个贫困村群众举办科技扶贫
专题培训班，既有县域特色产业培育、扶贫政策
解读等理论内容，也有优秀扶贫工作点现场取
经、分组讨论等实践。“做了一辈子农民，还能走
进教室听课、学技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那咱就
得在学上下真功。”杜支福高兴地说。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陕西省商南县
沁园春白茶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超正在细心侍
弄着自己培育的茶叶新品种。王超说，与商南
县之前发展的茶叶品种相比较，陕茶 1 号、安
吉白茶等这些新品种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的能
力强，发芽大小整齐，发芽早，内质丰富，氨基
酸等含量高。

王超介绍，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商南县沁
园春白茶种植基地成立了茶叶技术推广站以来，
通过科技指导，实现了基地与群众抱团发展。目
前共带动全县780多户、3500余人年均增收2800

余元，有效提升了农民的增收脱贫能力。
依托区内科研专家平台优势，杨凌根据全省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深入推进科技帮扶，构
建机制、创新模式、细化举措，用科技之灯指引帮
扶地区群众踏上脱贫致富路。

加强产业带贫机制
农民“脱贫有志”

作为陕西省苹果产业技术首席专家，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赵政阳教授，带领全省 20 多名省级
科技特派员在渭南、铜川、延安、榆林、咸阳、宝鸡
等市的苹果产区和贫困县（区），围绕苹果这一陕
西区域特色主导产业，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
工作。白水县苹果产值由 5亿多元增加到 30多
亿元，一大批果农借助科技走上了致富路，科技

服务团队还培训贫困户和果农万余人次。
“自从有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的帮

扶，樱桃树成了我们的‘摇钱树’！我去年仅靠种
植樱桃，收入就超过了5万元！”合阳县金峪镇方
寨村村民雷虎激动地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蔡
宇良教授带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为方寨村设计
了“统一购苗、统一栽植、统一管理、统一防治、统
一培训、统一销售”的“六统一”发展模式。把

“课”讲到田间地头，把技术送到千家万户。如
今，方寨村的樱桃种植规模达6300亩，产值超过
4000 万元。“方寨红”已成为当地一个响当当的
樱桃品牌。

核桃和中药材一直是铜川市宜君县的传统
特色产业，杨凌科技力量让宜君绿色产业告别

“散养”，传统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杨
凌以实施“3+X”工程为抓手，持续强化主体带
贫，形成了“小板块、大聚集”“小产业、广覆盖”的
新格局。

科技扶贫行稳致远
农民“志上加智”

陕西脱贫了。高素质农民马新世说：“脱
贫不是目的，小康才是方向。我更关注产业的
发展。”

用自家的地作试验田，杨凌职业农民创新创
业园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1000 多名高素质农
民。本着“做给农民看”“教会农民做”“帮着农民
赚”的原则，农民朋友在这里通过承包温室、劳务
打工、现场培训、观摩学习，解决了种植难题，学
到了新技术。

贫困山区农民江怡海、阚庆、程荣德等人在
创业园培育稀有药材白及种苗100亩，成功培育
白及苗8000多万株，目前市场售价每株0.05元，
实现销售收入400万元。

汉中市留坝县，山里的宝贝“西洋参”走出
大山，成为“绿色黄金”，留候镇月九村村民周
安喜，年收入 20 多万元，不但脱贫，还致富当了
模范。

他们用行动阐释了“杨凌印记”，培养了一
大批种植能手。放眼杨凌扶贫战场，一个个贫
困村实现了华丽蜕变，一张张笑脸洋溢在脱贫
户脸上……这张“扶贫攻坚地图”，背后凝聚着
的是杨凌力量。通过特色鲜明的产学研示范
基地，探索形成的技术服务型、基地示范型、
科技包村型、专家大院型和企业带动型五种产
学研示范推广模式，把扶贫的触角延伸到基层
的“末梢神经”。

截至目前，杨凌已先后建立了 344 个、覆盖
18 个省区的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基地面积
超过 6000 万亩，共有 5000 多项农业高新技术走
进了千家万户。初步形成了以基地项目负责
人+基层农技骨干的扶贫新模式，为我国干旱半
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和人才
保障。

山东青岛莱西：“云端”春耕备耕

“最近6亩地的莴苣一半以上都出现卷叶情况，已经持续十多
天了，先后尝试了几种解决方案，但是一直不见好转。”“可能是低
温引起的，要打点芸苔素配叶面肥。”这是一段来自山东青岛莱西
市春耕一线的“隔空”问诊对话。

近日，青岛中菜凤鸣蔬菜种植基地技术员徐明光在大棚管理
中遇到难题，他通过莱西市蔬菜大户种植交流群，向市农业农村局
蔬菜站站长咨询解决办法。收到信息后，站长迟瑞苹立即开启微
信视频，查看莴苣叶情况，并联系青岛植保专家进行指导，解了他
的燃眉之急。

疫情当前，农时也不能耽误。为了保障农业生产技术服务不
停歇，莱西市农业农村局围绕粮食、果品、蔬菜先后组建了莱西市
蔬菜种植大户交流群、莱西果业推广交流群等7个微信服务群，搭
建起专家农户交流平台。农技工作人员采用非接触方式开展线上
农业科技服务，为设施蔬菜生产、越冬作物管理和春耕备播工作提
供技术指导。同时，为了保障技术服务有落实、有效果，莱西市农
业农村局开设了“私人定制”一对一跟踪服务，农技工作人员主动
跟踪服务对象，把脉问诊开药方，跟踪复检销病号，一个问题一个
问题地解决到位。

“今年春季农业生产技术指导的一大特点就是线上服务居
多。”莱西市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丁永青说，今春降水丰富，全市
麦田墒情充足，麦田返青迅速，对田间管理需求高。为尽可能降低
疫情的影响，市农业农村局通过“莱西农业”公众号及时发布墒情
监测信息、设施农业气象服务周报、病虫情报等信息14条，通过农
业生产技术服务微信群转发分享《2020年春季果园管理技术意见》

《韭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意见26份，全力
保障农民如期种上地、种好地。 本报记者 郝凌峰

田间农事紧 科技助耕忙
——全国各区域科技创新联盟出实招促春耕扫描

小康路上的农科印记
——陕西杨凌示范区科技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西北农林大学泾阳蔬菜试验站内，专家正在进行辣椒新品种种植实验。 耿苏强 摄

小蜜蜂解决梨树授粉难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神州大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山西
省运城市盐湖区泓芝驿镇万亩酥梨基地的梨树也即将迎来盛花
期。看着迎风绽放的梨花，梨农李晓飞却发愁起来了，原来疫情造
成人工紧缺，无法雇佣60-70个人工为梨树授粉，眼前数百亩梨树
的授粉成了大难题。

3月19日李晓飞向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传粉蜂生物学与授
粉应用团队发出了求助电话。据李晓飞介绍，今年连续的高温天
气，使得梨树的开花期提前一周多，预计21日开花数将达到30%以
上，授粉任务刻不容缓。

得知梨树授粉的求助后，蜜蜂所领导立即特事特办，迅速完
成相关出差手续的审批，并对传粉蜂生物学与授粉应用团队提
出要求，做到“发挥专业特长，贡献专业力量，帮助解决梨树授
粉”。李先生的梨树授粉难题，刚好也是该创新团队今年凝练的
重点任务，攻克梨树蜜蜂授粉技术难题，使蜜蜂面向农业主战
场，满足农民需求。

3 月 21 日一大早，团队成员黄家兴赶赴盐湖区泓芝驿镇万亩
酥梨基地，发现由于梨园处于阳坡，温度高，大部分授粉树开花已
达90%，主栽品种酥梨开花也达到了30%-40%，此时正是蜜蜂入场
授粉的最佳时机，必须马上开始授粉。

往年由于担心结果率不好，李晓飞的梨园都进行双重授粉，即
人工授粉和蜜蜂授粉，而今年只能完全依靠蜜蜂授粉，无疑是一次
挑战。团队研究决定，把这些年来研究的梨树蜜蜂授粉技术进行
组合来完成任务，当晚就让蜜蜂入场。蜜蜂入场后，呈分散排列，
每 3 箱一组或单箱排放，做到有效提高梨园授粉的均一性；同时，
每个蜂箱都加脱粉器，促进蜜蜂采集梨树花粉，达到提高采集梨树
花粉的专一性。通过释放蜜蜂，再加上3-4天的晴好天气相助，梨
树的授粉问题全部迎刃而解。到 3月 28日，团队的梨树蜜蜂授粉
试验示范顺利完成。

传粉蜂生物学与授粉应用团队首席吴杰研究员表示，希望利
用团队所积累的蜜蜂授粉技术在疫情期间为我国的梨树授粉服
务，能真正化解老百姓梨树授粉的技术难题，推进我国利用蜜蜂代
替人工为梨树授粉。

图为蜜蜂所研究人员黄家兴拍摄蜜蜂访花照片，统计梨花开
花的百分数，以制定蜜蜂授粉的技术方案。

本报记者 李丽颖 文 姜玉锁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