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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导读

科 技 兴 则 民 族 兴 ，科 技 强 则 国 家

强。

“科技是改变农牧民的思想利器。

只有掌握了科学种植蔬菜技能，才能实

现高产高效。”白朗县巴扎乡科技特派

员扎西旺拉说道。

扎西旺拉是当地有名的蔬菜种植

“土”专家。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

他 先 后 参 与 编 写《“ 藏 青 2000”栽 培 技

术》《温室大棚蔬菜种植技术》等系列技

术手册，积极投身农牧业科学技术的普

及与推广应用，为当地农牧业生产发展

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

多年来，我区深入实施科技特派员

制度，努力探索组建了一支扎根农牧区

基层、开展科技服务、推动乡村振兴发

展的科技特派员队伍，科技特派员总数

达到 10519 名，实现每个行政村 2 名科技

特派员全覆盖目标，率先在全国实现行

政村覆盖率达 100%。

当好项目实施的“排头兵”

“过些天，我们就开始给村民准备

春播种子。”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麦

村科技特派员次仁多杰说。这几天，他

频繁地在田间地头忙活，查看土壤和水

利设施。

在我区，以农牧民为主的科技特派

员 长 期 活 跃 在 田 间 地 头 ，采 取 现 场 讲

解、示范指导、入户面授、集中培训等形

式，把科技送到千家万户，使农牧民能

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先进、适用的农牧

业种植、养殖技术，为圆满完成农牧业

项目任务发挥着积极作用。

“近年来，我区农牧业发展、特色产

业发展等项目多、任务重，科技特派员

成为了很多项目的实施者，示范带动其

他群众参与。”自治区科技厅农村科技

处孙明军介绍说。

自 2005 年我区正式实施科技特派

员制度以来，从当初涉农部门的 182 人

发展到现在的以农牧民为主的科技特

派员 10519 名。10 多年间，科技特派员

数量翻了 50 多倍。他们伴随着科技特

派员管理更加规范、结构更加优化、作

用发挥更加明显，已经成为我区推进科

技 精 准 扶 贫 、构 建 农 牧 区 科 技 服 务 体

系、提高农牧民自我发展和自我服务能

力等过程中一支信得过、留得住、用得

上的重要力量。

锻造一支规范“正牌军”

“按照农牧民科技特派员培训的目

标、适用层级和发挥作用程度等，我们

将农牧民科技特派员培训分为科技特

派员管理人员和科技特派员、科技明白

人两部分，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区农

科院相关负责人德吉曲珍说。

近年来，我区各级各部门不断完善

顶层设计，及时制定完善规章制度，加

大培训力度，不断规范科技特派员工作

组织管理，促进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制

度化、规范化。

自治区层级成立由科技、组织、财

政、教育、人社、农业农村等部门组成的

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科技特

派员选派、待遇、资金等工作，并设办公

室负责制订全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计划、

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各市地、县区也结

合各自实际，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领

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确保科技特派员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

无规矩，不成方圆。2014 年，我区

制定出台《西藏自治区农牧民科技特派

员工作管理办法》；2017 年，我区修订

了《西藏自治区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

和《西藏自治区科技特派员生活补助专

项经费管理办法》等制度。同时，我区

还建立“西藏自治区科技特派员培训

管理平台”，实现自治区、市地、县区、乡

镇四级统一的科技特派员信息化管理

体系。

规范化、现代化的管理，使得全区

原本零散的科技特派员凝聚成广袤农

牧区发展与广大群众增收致富的一支

重要力量。

群众致富的“领头雁”

山南市浪卡子县科技特派员边巴

多吉说：“我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科技知

识，成立了浪卡子县工布学乡羊卓高原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仅增加了当地

群众经济收入，还改善了高原地区‘吃

菜难’的问题。”边巴多吉不仅是当地有

名的“土”专家，还是当地的致富带头

人。

阿里地区普兰县群众塔觉说：“在

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我掌握了蔬菜种

植技术，承包了 3 个蔬菜大棚。2019 年，

蔬菜长势良好，仅一个青椒棚就挣了 1.2

万元。”作为我区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受

益 者 ，塔 觉 家 在 致 富 路 上 越 走 越 有 信

心。

近年来，我区积极通过提高科技特

派员队伍素质来带动提升广大农牧民

科学素养和技术技能，借助科技、农牧、

人社、扶贫等各类培训资源与渠道，大

力加强科技特派员技术、技能培训，将

科技特派员培养为致富带头人、科技明

白人、创业领头人，有效解决农牧业科

技人员和农牧民群众“两不搭界”的问

题。目前，我区通过科技特派员累计培

训农牧民 75万人次。

同时，我区积极探索推动科技特派

员服务从单一分散服务向组团服务、结

成利益共同体方向发展，推进“‘三区’

科技人才+县乡农技人员+科技特派员”

“科技特派员+农牧业经济合作组织”等

科技服务及农牧区创业模式，把农牧业

技术、生产要素、市场要素和创新创业

资源有效植入“三农”。

目前，我区科技特派员累计推广各

类先进适用技术 300 余项，实施科技开

发项目 122项，创办企业 37家，组建专业

技术协会或经济合作组织 219 家，建设

创业基地 175 个，有效带动 1.14 万余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新时代赋予科技特派员新的使命，

也 对 科 技 特 派 员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

我区科技特派员工作将继续对标乡村

振兴总任务，进一步深化改革，努力在

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压题图片：近年来，科技特派员大

力推进农牧业技术示范、成果转化和农

牧 区 创 新 创 业 ，已 成 为 我 区 一 支 留 得

住 、用 得 上 的 农 牧 业 基 层 科 技 服 务 力

量。

图 为 白 朗 县 巴 扎 乡“ 青 稞 增 产 行

动”暨种植科技培训现场。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把

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

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广大科技特派员要

秉持初心，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不断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19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周年总结会议上作出重

要指示。

2005 年，我区正式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当年

共从自治区涉农部门科研院所、农牧业技术推广部

门、基层农技人员选派科技特派员 182 人，面向农牧

区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

2009 年，针对西藏科技人员少、地域辽阔、科技

服务覆盖难度大的实际情况，自治区党委、政府提

出大力发展农牧民科技特派员，到 2015 年每个建制

村达到 2 名科技特派员的工作目标。按照上述工作

部署，全区科技特派员队伍逐年壮大，目前全区科

技特派员达到 10519 名，已成为一支留得住、用得上

的农牧业基层科技服务力量。

进入新时代，为确保科技特派员制度更加全面

地助力我区乡村振兴，笔者认为，加强科技特派员

自身建设尤为重要。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科技

特派员自身能力提升了，才能为农户带来农业现代

技术，进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激发农户致富的内

生动力。

在具体措施上，要加大对以农牧民为主的科

技人员的培训力度，通过提升科技特派员自身素

养 ，提 高 农 牧 民 科 学 文 化 素 质 ，增 强 群 众 自 我 发

展 能 力 ；要 优 化 发 展 环 境 ，这 里 包 括 政 策 、待 遇 、

社会受欢迎等方面，让科技特派员所学有真正的

用 武 之 地 ；要 大 力 发 展 产 业 富 民 兴 农 ，激 活 农 牧

区 经 济 市 场 ，强 化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增 加 创 业 服 务

技 术 源 头 供 给 ，科 技 资 源 与 产 业 发 展 相 得 益 彰 。

通过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和优化，科技特派员才

能大显身手，才能变“输血”为“造血”，真正发展

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

“ 全 国 蔬 菜 看 寿 光 ，西 藏 蔬 菜 看 白

朗。”白朗蔬菜声名远播，部分原因正是

得益于像张际明这样的内地援藏技术人

员和当地群众的不懈努力。

白朗县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是山东

省济南市的对口支援县。早些年，济南市

援藏干部发现这里水浇条件好且土质适

合种植蔬菜，就产生了动员山东种菜高手

到白朗教农民种菜的想法。2000年，张际

明怀着对西藏的无限向往，来到高寒缺

氧、气候恶劣的雪域高原，开

始农技推广工作。

“当时，这里蔬菜品种较

匮乏，只有萝卜和土豆等几种

蔬菜。”张际明回忆说，“骑着

自行车下乡传授种植技术，稍

微运动强烈些，身体就会吃不

消。”的确，在当时，张际明指

导农牧民种菜不是一件简单

事。一方面生活不适、语言不

通，另一方面又要改变当地群

众长期以来以种植青稞为主、

靠天吃饭的旧观念。

首 个 尝 试 种 植 大 棚 蔬

菜 的 巴 扎 乡 彭 仓 村 老 支 书

边巴顿珠回忆：“那时，援藏干部多次动

员我种植大棚蔬菜，并免费提供大棚、菜

苗和技术支持。尤其是老张，多次来我

家，手把手地教我种植技术。”

为了让群众种上菜、种好菜，进藏 20

年来，张际明走遍了白朗县巴扎、强堆、洛

江、嘎东等乡镇，见证了白朗大棚蔬菜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可以说，

白朗县的每一片土地上都留下了张际明

的足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相关各方共

同推动下，白朗县不仅大面积种菜，而且越

种越好，一大批种植户靠种菜走上了发家

致富路。目前，白朗县蔬菜大棚近6000座，

上万人从事大棚蔬菜种植，一个大棚收入

从当初2000元提高到现在7000元。

20年里，张际明根据高原特殊气候条

件，深入研究大棚蔬菜种植技术，积累了

丰富的高原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

并受到群众的普遍尊敬和欢迎。借助科

技特派员这一职务，他每年都要参加“技

术下乡、服务送门”活动 100 余次，每年都

要对日喀则市驻防部队的蔬菜瓜果种植

进行技术指导，每两年都会有计划地对萨

迦和仲巴等县进行蔬菜种植培训。

为更好地服务乡邻，张际明还与同

事一起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尝试“产、供、

销”一条龙经营服务，解决了蔬菜种植户

销售难问题。他的默默付出，为当地群

众增效注入了活力。

如今，人们提起白朗，会想到大棚蔬

菜，一想到大棚蔬菜，就记起白朗。“大棚

蔬菜”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了白朗县一张

亮丽名片。

白朗群众亲切地称张际明为“格啦”

（藏语老师）。他知道这是白朗群众对他

的肯定。

2010年，张际明被白朗县评为农牧系

统先进工作者，同时被评为自治区农牧民

科技特派员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白

朗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12年被评

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16年张际明

享受日喀则市政府特殊人才津贴奖；2019

年，在我国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周年会

议上，他受到国家科技部的通报表扬。

面对荣誉，脸庞黝黑、不善言辞的张

际明只是腼腆一笑说：“农牧民群众蔬菜

种得好，全靠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农牧民

群众的辛勤劳动。”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日前，区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科技人员深入

双湖县开展农牧民蔬菜种植技术培训，来自双湖县各乡镇的 20 多名牧民

群众和扶贫办干部参加了培训班。

培训过程中，科技人员紧密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和需求，用藏语

向广大受训人员分别传授了设施蔬菜栽培技术、西红柿栽培技术以及

设施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同时，参训人员结合自身在蔬菜种

植中遇到的困难，积极向老师请教，课堂互动频繁，气氛活跃，培训效果

良好。

在双湖县设施蔬菜种植基地，参训人员早早来到蔬菜基地，科技人

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蔬菜品种选择、种苗繁育、田间技术管理、生长

环境调控以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让大家切实体会到了科

学种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科技人员“接地气”的授课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进一步拉近了与

学员的距离，参训人员一致表示，希望专家们明年继续到双湖县开展蔬

菜种植技术指导，也希望有机会到区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种植基地参观学

习，进一步提高蔬菜种植技术，力争做一名合格的科技特派员，进一步带

动更多牧民参与到蔬菜种植行业中来。

培训结束后，科技人员向农牧民赠送了价值 5000 元的蔬菜种子和农

药，并与双湖县初步达成科技合作意向。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近年来，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通过

率先成立乡镇级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基层一线农牧民科技特

派员的带动作用，帮乡里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

巴扎乡地处年楚河河畔，被誉为“青稞之乡”。2011 年，该乡通过开

展青稞、蔬菜等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示范工作，形成青稞良种、蔬菜种植

等示范基地。该乡彭仓村是白朗县首个人均收入破万元村，全乡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2万元，硕果背后，科技特派员功不可没。

每年，巴扎乡结合科技服务需求，通过发放公告、推荐候选人、张榜

公示、审批认定、颁发聘书等程序，从农牧民中选聘 26 名科技特派员。在

此基础上，专门成立乡级科技特派员考核领导小组，实施乡级科技特派

员“十星”评选办法，通过科技特派员互评、村级考核、乡级评定、多劳多

得等考核方式兑现补助资金，对工作成效显著、群众满意度高的科技特

派员进行特别奖励，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热情。

同时，以发展、服务好巴扎乡优势产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乡科技

特派员积极投入到农牧业示范推广工作中，2012 年以来，累计推广“藏青

2000”新品种 10万余亩，蔬菜年产量达 300多万公斤，畜牧业新增产值 500

万元。良好的效益带来了良好效应，全区农牧业发展现场会、自治区农

牧丰收节、自治区青稞产业现场会等重点农牧会议先后在巴扎乡成功举

办。

此外，巴扎乡通过与科技特派员签订责任书、调运良种及时到位等

举措，借力“农业专家+农业特派员+农业户”工作模式，确保农牧业技术

推广、良种试验等各项工作有效落实。据统计，2008 年起，巴扎乡先后引

进青稞、小麦、油菜等农作物 300 余种，优先在科技特派员自家农田上实

行大面积示范推广。目前，巴扎乡拥有全区最大的“藏青 2000”良种繁育

基地，建立“藏青 2000”原种田 100 亩。近 5 年来，巴扎乡良种销售量达

500 多万公斤，直接带动农民群众增收 4000 多万元，良种生产销售成为全

乡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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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培训农牧民蔬菜种植技术

白朗县巴扎乡

引导科技特派员振兴乡村

科技特派员制度，让科技“携手”农业，创新释放了广大

农民的生产力。

我区自 2005 年正式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以来，从业人员

已由最初涉农部门的 182人发展到现在的 10519名。10多年间，科技特派员数量翻

了 50 多倍。这支队伍伴随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我区推进科技

精准扶贫、构建农牧区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农牧民自我发展和自我服务能力等过

程中一支信得过、留得住、用得上的重要力量。

科技下乡 服务“三农”
—我区创新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 李梅英

米林县南伊乡南伊村科技特派员桑杰群培（左四）积极落实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周年总结会精神，深入田间地头，对当地

藏药材种植户开展技能培训。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张际明（左一）手把手教群众育苗。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20 年专注蔬菜生长
——记白朗县科技特派员张际明

本报记者 李梅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