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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科技局

以科技之力助推全州经济
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期
间，我州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累计投入科技
项目资金1.36 亿
元，实施项目 303
个。投入科技扶贫
专项资金 0.89 亿
元，组织实施科技
扶贫项目 201个。
搭建“四川科技扶
贫在线”平台 19
个 ，建 立 专 家 库
1868人，贫困村科
技信息员库 3678
人，实施精准扶贫
和“互联网+”科技
信息服务；建成和
在建科技扶贫产业
示范基地51个，培
育壮大了一批特色
农牧产业，直接带
动202个村、2800
余户、1.5万余人脱
贫增收，辐射带动
7.8 万余贫困人口
脱贫……

回 顾“ 十 三
五”，我州科技扶贫
硕果累累，得益于
以科技为核心、以
科技为引领、以科
技为载体，实现了
由“输血式”扶贫向
“造血式”扶贫转
变，体现出科技扶
贫的精准性、可持
续性和有效性，形
成了“开发一项，带
动一片，致富一方”
的扶贫开发新格
局。

◎甘孜日报见习记者
德央 文/图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我州科技
创新工作亮点纷呈，科技创新成果
屡创佳绩，工作内容不仅涵盖农牧
业还涵盖医学、技术等方面，充分发
挥了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选育了 15 个新品种，含青
稞、食用菌、玉米、马铃薯。组织实
施国家、省院州合作项目16项，获
得 12 项科技奖励。获得发明专利
授权 8 项。《四川涉藏地区优质高
产青稞新品种选育及应用》项目获
四川省科技进步类三等奖……”州
农科所所长、研究员杨开俊在闲暇
之余与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科研
工作的成绩和研究经验。相互分享
专业领域知识，传帮带的方式共同
探寻科技交流，进而促成了推进科
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据了解，自国家启动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州科技事业
迅猛发展。通过组织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活动周、云上科博会等，让州

高校、科研院所、涉科企业5000余
人有机会、有平台分享交流学习、
展示成果。目前已建成高分辨率对
地观测系统甘孜州分中心，创建省
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1 家、工程
技术中心 1 家、省级农业科技园
区 2 家，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
家，培育州级科技型企业10家等。

在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理
念的同时，州科技局还改进工作方
法，创新工作机制，共计取得各项
科研成果17项，引进新品种75个，
推广新技术 86 个，开发新产品 18
个。州人民医院成功创建“四川省
包虫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州藏
医院等科研机构成功研制出“仁青
佐塔”系列、“然降多吉胶囊”“德格
宗萨藏药”等藏医药品牌13个，科
技创新正在成为推动我州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源和助推器。

见习记者 德央

我州

科技创新工作
亮点多成果丰

秋高气爽的时节里，步入得荣县
瓦卡村和因都坝村，田野间随处可见
村民们热火朝天采摘葡萄的景象，满
载丰收喜悦的三轮车来回驰骋在田间
小道。而在葡萄酿酒车间里，工人们正
娴熟地操作机器，对一串串黑珍珠般
的葡萄进行穗选、粒选、脱梗。

这繁忙的景象是种植葡萄 10 年
有余，饱尝过葡萄运输难、保存难的村
民们一直所向往和期冀的。对此村民
们坦言，依靠科技的助力，2017年他们
第一次尝到种植葡萄的“甜头”，看到
了致富的希望，如今这些如玉米粒大
小的葡萄已成为村民和贫困户脱贫的

“钱袋子”。
“现在看来，种植酿酒葡萄这条路

我们走对了！”提起葡萄产业，瓦卡村和
因都坝村的村干部们也是幸福满满。

“以前，政府及相关部门一拨又一
拨给贫困户送了不少钱物，但始终没
能拔掉穷根。”回忆过去，瓦卡村村支
书村都至今记忆犹新：“直接把钱和生
产物资交到贫困户手中，最后的结果

却是年年扶贫年年贫……。”
村都和村两委都认为只有结合科

技助推产业，挖掘本地特色、优势，使
其产业真正成为当地长久发展的可持
续之路，才是最根本的发展之路。

“国内葡萄首席专家李华教授到实
地考察后，认为得荣县具备世界最具特
色的优质葡萄酒的生产条件。我们就想
到利用科技种植，联系本地企业，共同
发展本地葡萄酒产业。”村都说。

2016年12月，瓦卡村金太阳农民
专业合作社正式与得荣舞韵金沙生态
酒庄有限公司进行合作，从此村民们
再也不用远距离运输销售葡萄，从田
地到生产车间仅仅五分钟的路程，真
正地将酒庄建在了老百姓的家门口。

“合作单位分工协作、各司其责，
同时对村民们加大了科学种植技术的
培训。”得荣县农技土肥站高级农艺师
罗思福指着在田间地头一排排葡萄架
下背着背包忙碌的一群人，继续说：

“他们就是得荣县农技土肥站的‘葡萄
种植服务队’，几乎两三天就来村里开

展技术指导。”
产业发展，必须科技引领。近年来，

在县农技土肥站的农艺师、农技员翔实
的讲解和现场示范培训下，村民们基本
都学会了葡萄的科学种植和管理。同
时，该县科技服务队与公司还通过启动
科技入户工作，以“精准扶贫+科技示范
入户”双入模式相继开展“科技入户研
究项目+科技指导”，有效推进了得荣县
葡萄科学规范化种植和管理。

“今年我参加培训后，地里的葡萄
产量和品质都有所提高，4亩葡萄地产
量达2吨多，收入3万多元。”村民朱一
象高兴地说。

据了解，目前得荣县葡萄产业科
技成果技术转化达 132 项，2019 年，
该县葡萄与葡萄酒产值达6000万元，
村民人均增收1800余元。

目前，州科技局还联合州财政局
下达了 2020 年省级第一批科技扶贫
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其中包括省级科
技扶贫产业发展示范基地 5 个，资金
500万元，完成目标166.67%。

科技“造血”助脱贫
“十三五”期我州科技扶贫工作纪实

展望“十四五”，我州将继续坚持创
新在全州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深入实施科教兴州、人才强州、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科技引领产业
发展、科技服务民生改善、科技助力乡
村振兴、科技支撑生态文明、科技促进
社会进步“五大工程”，加快完善县域科
技创新体系，加快发展现代产业园区，
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自主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显
著提升，建成州级科技馆和县级科技创
新创业中心，奋力实现“十四五”期科技
事业开门红，取得新突破。

在产业发展方面，将围绕构建现
代农业“10+2”产业体系，以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为核心，以创建农业科技示
范区为抓手，加快建设以金沙江、雅砻

江、大渡河“两江一河”为重点的现代
农业产业带，持续加大对优势特色农
牧业的科技投入，加大院校合作、研发
投入、技术创新支持力度，着力打造

“两江一河”现代农业产业带。
在民生改善方面，将围绕群众最关

切、最期盼、最想解决的民生热点，着力
提升民生科技水平。把提升全民科学技
术素质纳入“十四五”规划，积极推进科
技与医药健康工作相结合，全力抓好四
川省藏医医院建设科技服务工作，强力
推动中藏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支持卫生
健康领域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支持并
指导藏医药科研机构创新产品研发。

在乡村振兴方面，将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深入实施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行动，通过选派一批科技特派员、实施
一批科技产业项目、建设一批科技示

范园区、打造一批科技示范乡村等措
施，让科技创新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
重要力量。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将立足“甘
孜州最好的资源是生态”这一定位，充
分发挥科技人才和决策咨询专家的作
用，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科技研
究，加强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方面的
科技创新能力，开展节能减排科技支
撑行动，重点开发一批核心技术和装
备，建设一批示范工程，确保甘孜生态
环境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进步方面，将集中科技系统
智力精力，精心编制“十四五”科技规划
及科技中长期规划，并呼吁省级层面启
动实施“十四五”期科技补短板行动，继
续实施新一轮对口援助行动，以科技创
新驱动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展望“十四五”科技蓄力待启航

共享科技平台 致富迎来敲门砖
“佳佳，我家牛难产了怎么办啊？

快帮我联系下兽医。”今年3月16日早
上8点，炉霍县克木村驻村干部接到村
主任牛扎绒布电话。此时正值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出入困难。驻村干部
把希望放在“科技扶贫在线”App 上，
通过在线报需求，四川科技扶贫在线
平台炉霍县运管中心管理员选派本地
专家立即前往实地解决村民的难题，
直接挽回该村民经济损失1.8万元。

切身感受到科技扶贫平台带来好
处的牛扎绒布感叹道：“这平台真实
用，对我们村民帮助非常大，以后我也
要和驻村干部一起向村民们进行宣传
和讲解，让更多的村民也受益。“

今年5月，九龙县小金乡全乡玉米
出现了大规模“生病”的情况，每亩有
三分之一的玉米卷芯。找不到原因的

小金乡农技员李鑫尧立刻借助在线平
台，通过九龙县科技扶贫在线系统向
农艺师吴应山提交技术咨询，在了解
到情况后，吴应山第一时间通过电话
询问李鑫尧具体情况，并在查看病株
植物图片后找出了“病因”。根据专家
提出的治疗方案，农技员指导农民采
取人工剥开卷叶露出芯叶，一周后玉
米恢复正常，问题得到解决。

而在平均海拔 3800 米的德格县
年古乡门达村，村民们为谋致富路，从
养到种几乎都尝试过，辛勤劳作，最终
成果却不尽如人意。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成为了该
村干部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不
甘心将其归结于地理环境不好的科技
干部最终决定将该村的土壤送到了州
农科所分析化验，当得到结论该村土

壤最适合种植马铃薯后，找到了“病结
所在”的干部们，加快了脱贫工作开展
步伐。2019年，在科技扶贫驻村队伍帮
扶和州农科所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指导
下，门达村开始试种马铃薯青薯9号，
通过改地改种改技，不仅赋予传统农
产品新的竞争力，也带动农民增产增
收，门达村亩产马铃薯青薯9号达到了
1200公斤。

“以科技进行种植，马铃薯产量翻
了番，村民人均增收1100元。”说起科
技带来的好收成，该村第一书记杨勇
感慨万千。

自 2019 年建立“科技扶贫在线”
以来，平台运行稳定，服务成效明显，
截至目前，我州完成在线技术咨询服
务 5.74 万次，为群众解决了产业发展
中的诸多难题。

科技助力 开辟葡萄种管新模式

理塘县

用人才科技杠杆撬动
高原生态农业发展

甘孜日报讯 近日，记者从州
科技局获悉，该局将在未来一年继
续紧扣大局，以创新驱动发展为
主，着力抓好各项工作，确保以科
技之力助推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抓实科技扶贫，加大科
技支撑现代农业“10+2”产业体系
建设力度；持续推进“四川科技扶
贫在线”平台建设；优化科技专
家、信息员队伍库，组织开展在线
咨询服务。抓实科技创新，以创建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目标，以现
有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为基础，加
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力度，推
动传统产业从半成品向成品转
化、从粗放型向精细型提升、从产
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促进传
统产业提质增效。在实施高新技
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培
育行动的同时，着力培育创新型

企业群体，大幅提升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

抓实“十四五”科技规划编制
工作，瞄准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国家
科技发展战略，精心组织编制“十
四五”科技发展规划及2021-2035
年科技创新发展中长期规划，为全
州科技创新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
争取主动、赢得先机。抓实科研成
果转化工作，进一步加大院州合作
力度，构建“政府+院校（科研院
所）+企业”的合作模式。形成政府
搭台、校企合作、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新路径，
协调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协助开展
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抓实科技人才
队伍建设，不断激发科技人才创新
创造潜能，更好地为我州科技创新
工作贡献力量。

见习记者 德央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理塘县
立足高原实际，发挥人才科技杠杆
作用，以“党建引领”为导向、“产业
扶贫”为主线，依托“百公里绿色产
业带”布局，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和
国内高端市场，发展现代生态农业
取得显著成效。

依托人才支撑，培植造血功
能。与四川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省
畜科院等 3 所院校开展校（院）县
战略合作，建立 2 个专家工作站

（黄丛林博士工作站和四川省中国
农业大学校友会理塘专家工作站）
和1个双创中心，成为高原现代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聘请
30 名农业专家组成技术创新团
队，按照县委政府“一企包两乡带
十户”要求与园区专家签订《理塘
县专业合作社技术专家人才指导
服务协议书》，培养本土高技能人
才。2017 年以来开展“双培训”1.2
万余人次，培养“土专家、田秀才”
320 人。落实“双培双带”工程，将
18 名致富能手培养成村支部书
记，25 名村支部书记培养成致富
能手，切实增强脱贫增收、带头致
富的能力。

强化科技支撑，发展现代农
业。农业园区以管理设施化、智慧
化、信息化为目标，采用北斗导航
精准定位播种，平移式灌溉机浇
灌，履带式采收机采收，商品化加
工处理。“极地果蔬”从种植、采收、
分级、包装、冷贮实现全程机械化。
建立智慧农业控制中心，实现设施
大棚土、肥、水、温、病虫害全程监
测，信息实时发布。按照“一园多
区、种养循环、三产融合”的总体思
路，规划面积12.3万亩，建成9.2万
亩，初步形成“一轴三区七基地”的
产业空间布局。

科学选育支撑，提升市场竞争
力。围绕市场需求，建立新品种科
学选育试验田20亩。几年来，共选
育新品种180余个，选定适应品种
72 个，主推品种 18 个。2020 年园
区主产的高原萝卜、小蕃茄、木耳
香菇总产量达6万多吨，面向粤港
澳大湾区和国内高端市场销售特
色产品，综合产值1.2亿元。

坚持利益共享，实现脱贫增
收。探索建立土地流转、园区务工、
入股分红、反租倒包“四合一”收入
新机制。流转耕地和撂荒地 1.2 万
亩，草地8万亩，年租金收益330万
元。提供固定就业岗位120个和季
节性累计用工3万人次，当地群众
务工收益达620万元。贫困村将产
业扶贫资金入股到园区，实现了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民”，全县 31 个贫困村入股分
红，年收益 263 万元。31 户种植大
户反租倒包，实现收益 161 万元。
园区带动年收益 1374 万元，1463
户 7304 人直接受益，其中贫困户
611户2807人。

管理机制健全灵活，社会效益
显著提高。园区采取“公司+基地+
农户”和“合作组织+基地+农户”
等方式，通过开展商品化集中育
苗、农业科技培训、产品质量检测、
生产技术指导等方式带动周边农
户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
提升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园区
龙头企业组织产品先后多次在杭
州、广州、珠海、成都、康定等地参
加中国金子农业展、新农会、农博
展、电子商务助推脱贫攻坚产业体
验销售等活动，大幅提升了理塘县
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区及产品、企
业知名度。

县融媒体中心 叶强平 刘贵江

工人们正在得荣葡萄酿酒车间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