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我刚到泰顺的时候，从当地领导、百
姓口中得知了邵志鹏同志生前的点点滴滴，就被深
深感动。从那以后，我们继承邵志鹏博士遗志，发
挥专业特长指导农户农业生产，先后组织开展各类
项目28项，引进推广新品种20余个，示范推广面积
1000余亩……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地做深做实科技
特派员工作，擦亮科技特派员‘金名片’。”座谈会
上，浙江省优秀科技特派员、浙江农林大学园艺学
院教师邵果园深有感触地说。

近日，浙江农林大学举行纪念邵志鹏同志因公
殉职二十周年座谈会。全校科技特派员代表围绕
如何继承和弘扬邵志鹏遗志，接过邵志鹏科技兴农
的接力棒，继续自觉扛起科技强农的旗帜，做优做
特科技特派员工作进行座谈。科技特派员纷纷表
示，用科技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自己的职责，大
家一定以邵志鹏为榜样，继续为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助力共同富裕贡献自己的科技力量。

邵志鹏曾是浙江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和工程学
科的负责人。2003年，得知浙江省要开展科技特派
员工作后，他主动请缨到大山深处的泰顺县黄桥乡
开展科技服务工作，成为浙江省首批科技特派员之
一。2003年 12月 31日晚，邵志鹏为帮助泰顺县发
展竹笋加工，在前往景宁考察竹笋加工技术的途
中，因车祸不幸殉职。

邵志鹏去世后，浙江省委追授邵志鹏同志为浙
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委组织部、省科学技术
厅、省财政厅、省人事厅等单位追授邵志鹏同志为

“模范科技特派员”。
邵志鹏离开大家后，浙江农林大学的科研人员

接过科技兴农的旗帜，每年都有十多名甚至几十名
教师通过选拔，前往浙江各地农村担任科技特派
员，以实际行动争做农民身边的科技顾问。把科研
成果撒在祖国大地上，把科研论文写在农民致富奔
小康的大道上。

遂昌是林业大县。浙江农林大学选派了严少
君等科技特派员帮助当地发展农家乐、经营毛竹
林，助推茶产业、竹炭产业发展。2008年，浙江农林
大学与遂昌县结对成为法人科技特派员单位，选派
了一大批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服务。2022年，校地
又签订了“全校服务全域”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产
业、人才、生态等7个方面，实施“种植业、养殖业、新
型加工业和手工业、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科技帮
扶”等23项重点工作，为遂昌县提供“全领域”“菜单
式”服务。

安吉是“两山”理念发源地。在浙江农林大学
科技特派员指导下，当地毛竹现代科技园发展迅
速，对竹加工技术需求也与日俱增。张文标教授指
导佶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竹炭生产技
术；孙芳利教授指导安吉汉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解
决了防腐问题……前几年，浙江农林大学碳汇团队
还与安吉共同研发了《竹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安吉开始经营碳汇“卖空气”，为安吉打造“美丽乡
村”打下了基石。

天台县石梁镇也是浙江农林大学的科技服务
重点乡镇。自2016年以来，学校根据石梁镇农业产
业现实情况，选派科技特派员为当地“量身定制”农
业科技帮扶计划。该校的科技特派员们，通过编制
乡村振兴规划、助力强农兴农顶层设计，引入香榧
苗木栽培种植、助力农业产业增收，升级茶叶种植
加工技术、提升茶产业效益等举措，全面助力当地
农林产业发展。

浙江临安是山核桃主产区，浙江农林大学的专
家团队从种植加工到储存销售，用科技为临安山核
桃产业发展全面护航：山核桃树高采摘难，黄坚钦
教授经过10多年研究让山核桃树长得更矮、品质更
好、产量更高；山核桃网络销售刚起步，电子商务专
业的老师手把手指导山核桃农做网站、发展山核桃
电子商务……

近年来，在全面服务遂昌、安吉、天台、临安等
地外，浙江农林大学还将科技帮扶的模式在各地进
行“复制”，助力农民在绿水青山间“挖金掘银”。在
金华，科技特派员周圻教授助力当地实现年产优质
杂交黄牛3000余头的规模，被很多养牛大户称呼为

“牛教授”；在开化，科技特派员王丽指导当地开发
利用古法压榨山茶油，带领当地百姓走出了一条生
态致富路；在淳安县枫树林镇下姜村，浙江农林大
学先后组织逾 300人次科技特派员到大下姜，通过
手把手传授技术、实地解决难题、开展技术讲座等
方式，使大下姜的中药材、香榧、高粱等产业从无
到有、从点到面、从弱到强，得到快速发展，“大下
姜联合体建设”入选全国首批“村级乡村振兴典型
案例”。

“在邵志鹏精神的引领下，我们用 20年时间认
真解读、诠释，拓展了科技特派员领域，科技服务从
孤光一点到星火漫山，从最初以邵志鹏为代表的第
一批科技特派员开始，发展到个人特派员、团队特
派员、法人特派员三种形式，‘省、市、县、校’四级科
技特派员工作机制，构建了个人科技特派员结对项
目、团队科技特派员服务产业、法人科技特派员支
撑全域发展的科技特派员体系。”浙江农林大学社
会合作处处长刘兴泉说。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
以来，浙江农林大学累计向全省 32个县（市、区）、
167个乡镇（街道）派出了15批965人次的省个人科
技特派员和41团次省团队科技特派员，是浙江省高
校中派出科技特派员数量最多的单位。截至目前，
学校科技特派员队伍累计推广各类实用技术 1200
余项次，开展各类技术培训 2680余场，受培训人员
达11.3万人次，为解决浙江省“三农”问题发挥了重
要作用，率先在全省乃至全国创造了“一根科技竹、
两棵富民果、三幅美丽图、四株小仙草、五粒金种
子”的“科技服务模式”。 陈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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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火龙灸

寒冬天气，许多人出现颈肩、胃部、手脚等受
凉及呼吸道、心血管等多种疾病的情况。浙江中
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针对专科疾病，除了
开展拔罐、艾灸、刮痧、穴位敷贴、耳穴贴压、中药
熏蒸等传统服务外，还在中医诊疗中心推出了督
脉灸、脐炎、火龙罐、失眠推拿、辨位推揉手法通
乳、五音疗法等多种中医特色项目，并为患者提供
中医养生保健咨询和宣教。

其中，火龙灸为透皮给药疗法，利用燃烧热
力，使中药透过皮肤，刺激体表穴位，经经络传
导，适合治疗风寒感冒、肩颈腰背酸疼、虚寒反复
腹泻等。 于伟

邵志鹏博士因公殉职后，浙江农林大学一批批科特派接过科技强农的旗帜

千名科技特派员接力争做“农民博士”

kjjrsbwm@vip.163.com欢迎投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
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
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2023 年，我国加大宏观调控力
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科学
确定赤字率水平，优化减税降费政
策，管好用好专项债券，综合运用转
移支付、政府采购、财政贴息等调节
工具，有力扩投资、促消费、减负
担、保民生，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
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当前，针
对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和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问题，必须
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
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
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
中向好的基础。新的一年，积极的财
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要 做 好 加 法 ， 坚 持 “ 适 度 加
力”，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做文
章。通过更好发挥专项债等政府投资
的带动放大效应，支持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及节能减排
降碳等，培育发展新动能，催生高质
量供给；通过优化调整税费政策，强
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助力
优化技术供给和制度供给，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壮大
经济实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消除
经济运行的堵点、卡点，推动形成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
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同时也要做好减法，党政机关要
习惯过紧日子，用好增量、优化存
量，严控一般性支出，做到“可以省
的钱都省下来，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
乱花”，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还要做好乘法，坚持“提质增
效”，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上下
真功。要向内挖潜，牢牢把住“预算
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
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
结果有应用”全链条机制这个抓手，
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追责”，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
益。要强化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决
策共商、效果共评，协同发力、同向
发力，使财政与货币、就业、产业、
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保持取向一
致，避免各自为政、合成谬误，把政
策红利实实在在送到企业和居民手
中，力求实现更多的组合效应、叠加
效应、乘数效应，为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提供有力支撑。

宏观政策调控重在落实落细。财
政政策的执行，纵向看，从中央到地
方链条较长；横向看，覆盖经济社会
发展各个领域，涉及甚广。各地区各部门要严守财
经纪律，真抓实干，切实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
任，把资金管好用好，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
里”；加强统筹协调，加强政策效果追踪评价，稳扎
稳打，把握好时度效，让政策红利及时、精准、充
分落地，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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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黑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式下发

嘉兴猪种“芯片”入列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
本报讯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下发“嘉兴

黑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证第29类（猪肉）和第
31类（活体）。

嘉兴黑猪因原产于嘉兴而得名。早在宋代，嘉
兴家庭养猪就已初具规模。1979年，嘉兴黑猪被作
为“国礼”赠送给法国，该国育种专家如获至宝，通过
多年培育有效提高了法国猪种质量。2014年，嘉兴
黑猪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2022
年，嘉兴黑猪入选浙江省十大优异畜禽种质资源。

近年来，嘉兴高度重视畜禽种业，坚持“继承、
保护、开发、利用”的工作思路，打造以嘉兴黑猪为
核心的畜禽“芯片”，以保种带开发，以开发促保种，
积极推动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开发工作，走
出地方品种保护开发利用的特色发展道路。

嘉兴打造“1+4+N”，即 1家核心保种场+4家活
体备份场+制作N份遗传物质的多维保种体系。目
前纯种群体数量达 1093头，比原来增加了 10倍，
2020年至 2023年，每年新增 1家活体备份场，将嘉
兴黑猪活体备份群提高到 4 个，活体保护更加完
善。嘉兴还相继委托浙江大学、浙江农科院、南京
农大等高校院所制作嘉兴黑猪遗传物质，目前保存
在省畜禽遗传资源库近2万份。

同时，嘉兴市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国家级保种场

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支持，获得补助资金
1000万元，有力提升了嘉兴黑猪原种场硬件设施水
平。同时，嘉兴市争取到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项
目资金60万元，嘉兴市财政也每年安排25万元专项
保种经费用于嘉兴黑猪保种工作。科技助力育种，嘉
兴市与浙江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
所、重庆市畜科院等单位在嘉兴黑猪遗传资源保护、品
种选育、肉质特性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合
作项目达5个。

依托嘉兴黑猪的
高繁殖力和优良的肉
质等宝贵特性开展良
种繁育，嘉兴承担了省

“十四五”农业新品种
选育重大科技专项课
题 ，经 过 多 年 培 育 的

“桃李黑猪”目前完成
中试和性能测定，今年
将向农业农村部提交
新品种认定申请。

位于海盐县望海街
道的浙江青莲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已形成“膳博

士”“太湖黑”等知名品牌，布局1500余家品牌门店，打
造了70亿元嘉兴黑猪全产业链。去年，“膳博士”圆满
完成杭州亚运会猪肉保障、世界互联网大会肉品供应
和中国极地科考供货，提升了嘉兴黑猪知名度，扩大
了嘉兴黑猪的消费市场，实现了嘉兴黑猪优质优价。

截至目前，嘉兴全市已拥有地理标志商标 26
件、地理标志产品14件；地理标志产品产值达30亿
元，惠及农户6000余家。 周丽丽 崔洪洁

绍兴共建研究院工作交出高分报表
本报讯 近日，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浙江工业大学绍兴研究院的合作研发项目
——低浓度CO2高效捕集分子筛吸附剂研发工作正
式启动，这是双方第二次开展合作研发。“本项目的
研究成果，能够实现从各种低浓度排放源乃至于空
气中捕获CO2，真正实现碳负排放。”德创环保相关
负责人介绍。

德创环保与浙工大绍兴研究院的合作由来已
久，此前，双方就曾合作研发低温SCR（选择性催化
还原）催化剂，极大推动了企业拓展市场、进军海外的
进程。此次合作，是企业开辟新板块迈出的重要一
步。“此前，在科技部门的沟通协调下，研究院方主动
对接企业，了解企业诉求。”浙工大绍兴研究院相关
负责人说，接下来，研究院将在新型分子筛的合成配
方和工艺优化以及吸附装置开发等方面提供支持。

校地共建研究院，是助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

链三链融合的重要举措。2023年，绍兴市继续深入
实施共建研究院强基提能造峰工程，35家共建研究
院“拧成一股绳”，积极打造高能级平台、引进高层
次人才、开展产学研合作，交出了提质增效的高分
报表。

如何提升产学研合作成效，让高校创新成果更
好地惠及中小企业？绍兴在《绍兴市共建研究院强
基提能造峰三年行动计划》基础上，出台《绍兴市加
快推动共建研究院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和《绍
兴市共建研究院建设管理办法》，从制度上进一步
加以规范。此外，还积极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
成果转化机制，通过举办“共建研究院创新成果展
示交流”“研究院人才科技项目资本对接”“院企合
作交流对接”“共建研究院科技成果赛比”等一系列
活动，充分展示研究院最新成果，充分掌握企业创
新需求。据了解，2023年，绍兴已举办相关活动 10

余场，协助对接相关技术需求超100项。
同时，科技部门也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

续开展走访摸排，帮助企业找院校、找专业、引人
才、搭平台。据了解，2023年以来，全市累计分领域
摸排研发领域（专家团队）229个、产业化用地（房）
需求44项，研发产出率、技术转化率、成果落地率不
断提升。去年1—11月，全市实现技术交易额392.3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263.3%，完成率全省第3位；
10项成果列入省重大科技成果，完成年度目标的
142.9%。

今年是《绍兴市共建研究院强基提能造峰三年
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接下来，绍兴将继续健全院
企长效联络机制，积极孵化产业项目，加快重大科
研项目联合攻关，以研究院为枢纽加快打造新型研
发机构、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科创
平台，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张诗纯

2023浙江科技成果转化指数发布
本报讯 1月10日，浙江发布《2023浙江科技成果转化

指数》。报告显示，浙江科技成果转化保持稳定增长的良
好态势，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转化效果显著。

报告显示，从基期2020年到2022年，浙江成果转化总
指数从 100提升至 136.08，共增长 36.08，科技成果转化总
指数持续增长，转化效果显著。从指数增幅和增速情况
看，2020年至 2022年，浙江科技成果转化总指数历年增
幅均在 16以上，年均增速保持在 16.65%；2021年，浙江科
技成果转化指数增速为 16.12%，2022 年的增速略高于
2021年，达到 17.19%。这说明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保持
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成果转移转化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稳固。

2022年，浙江 11个设区市科技成果转化指数已形成
三级梯队阵型，总指数在170以上的设区市分别是杭州、宁
波、嘉兴，继续蝉联前三，处于总指数第一梯队。杭州以
384.69继续稳居榜首，指标数值遥遥领先其他设区市，宁
波、嘉兴分列第二、三位，仍然保持优势。绍兴、温州、湖
州、台州和金华处于第二梯队，科技成果转化指数均在100
至130之间，科技成果转化总体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其余
3个设区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总指数均在 100以下，仍处于
第三梯队，科技成果转化成效还需进一步加强。

全省共富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2022年，山区 26县
平均科技成果转化指数为59.28，较2021年山区26县平均
科技成果转化指数提高11.11，较2020年提高17.81。山区
26县成果转化总指数位居前十的分别是三门县、柯城区、
武义县、平阳县、永嘉县、莲都区、衢江区、缙云县、磐安县、
天台县，分布于多个设区市，区域分布趋于均衡。

据了解，该指数报告由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发布。 何冬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