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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县强农创新富民十大模式

“移动互联+农技推广”的“双线共推”模式。南京农业大学以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为目标，创建了“线下建联盟、

线上做服务”的“双线共推”服务新模式。截至 2017年，线下在金坛、兴化、东海、泗洪、常熟、宿城、句容、武进共建新型

主体发展联盟 8个，对接服务联盟成员达到 1690户。该校自主研发的“南农易农”APP，包含当前农事、农业科技、易农微课、

易农互动、农业要闻、市场资讯等模块，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

“入股下乡+主体培育”模式。盐城市农科院以“专家入股下乡”为引领，按照公司化运作，由院办科技型企业、科技人员

和对接村办实体出资入股，创办实体。入村专家履行公司股东和科技特派员的双重职责，实现搞科研、做项目与科技下乡、服

务农民的真正融合，并将公司每年盈利的 20%用于科技研发、“三新”推广和农民培训的再投入，在多方合作共赢基础上构建科

技推广的长效平台和内生机制。此外，在对接村帮办领办了 50 多个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帮助发展高效设施农业“5

个千亩”工程。

“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带动”模式。江苏省农科院蔬菜所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适当集中、适度规模、集约化生产的非

均衡发展战略，倡导科技人员要勇于服务企业，构建“专家进企业、基地连农户”的科技服务模式，抓住“龙头”搞推广，辐

射带动整县推进，激活全产业链发展。打破了专家服务一家一户的形式，通过主抓龙头企业，实现技术资源的最大化；主抓优

势产区，使特色优势农产品真正实现商品生产、生态条件、规模经营和产业互补的最优组合，避免了“一县一业”发展千篇一

律。

“特色产业打造+全程科技支撑”模式。江苏省农科院园艺所依托苏北丘陵综合开发项目和农科院科技自主创新资金项目，

在新沂市创建科技示范基地，与地方林业推广部门紧密协作，以林场、合作社为推广实施载体，从品种选育、技术推广、农民

培训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全程化科技支撑，从几千亩起步带动全市发展水蜜桃种植面积 5 万亩。新沂市政府牵头连续多年举办

水蜜桃品鉴会，结合省农科院公众开放日等活动面向全省开展销售推介，打造了“南有阳山，北有新沂”的水蜜桃口碑。省植

物所在溧水的蓝莓项目中也采取这种模式。

“社会化服务+乡土人才培育”模式。镇江农科所发挥数十年挂钩指导句容市应时鲜果生产优势，率先将社会化服务作为重

要抓手，以“万山红遍农业园”为主导，组建成立镇江首家应时鲜果合作联社，免费提供种苗繁育、栽培、植保等全程技术支

持，共享“万山红遍”商标。同时，依托万山红遍园区及地方产业园区、科技示范基地等平台，加强乡土人才培育，形成了“专

家-示范户-农民”的二级培训格局，为白兔的草莓、唐庄的葡萄、戴庄的有机农业建设成为科技含量高、产业特色足、区域品

牌响的科技示范镇村乃至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区作出了贡献。

“资源整合+集成推广”模式。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在项目实施中，与省扶贫工作队、地方政府及有关企业开展四方合作，

创建“大学生千亩创业园”，培育人才的同时，开展白沙枇杷、迷你小南瓜等“南果北栽”工程。这一“品种引进+技术保障+

资金投入+市场销售”的集成推广模式整合了各方资源，有效解决了新品种新技术新项目的“落地”难题，为推动政产学研用协

作做了有益探索。扬州大学、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整合多学科资源，与对接县农业部门协作构建“校-县-镇-村-户”五

级科技服务指导体系，以特色产业基地、行业协会、乡镇农服中心、生产经营户等为抓手，以产业难题攻关和科技成果推广为

重点，为对接县特色产业提供精准服务。淮安市农科院、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宿迁市农科院、沿江所、省农科院蔬菜所结

合示范基地创建，从所内外、省内外乃至国内外引进新品种，大规模集成展示高效设施栽培新技术新模式。武进水稻所、盐城

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扬州职业大学在对接村实行“特种稻米订单式产加销一体化技术推广与开发”，找准对接实施主

体，将品种核心技术、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稻米精深加工技术和市场营销网络组装配套，构建起紧密型的特种稻米产加销产业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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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合作+专业人才培育”模式。南京林业大学策应沿海开发战略实施，与阜宁县在耐盐树种选育、湿地保护利用等多

个颂域开展合作，引进树种 30多个，建设示范基地 3000多亩。同时，整县推进林业技术培训，并利用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优势，

在阜宁县开设大学生村官农业推广硕士班，组织师生团队赴阜宁举办“百名硕博进百村，生态理念入万户”等活动，指导挂钩

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良种工程+校企多方位合作”模式。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在滨海县实施种源引进推广工程，指导有关乡镇创建形成三条

养殖示范带，构建“育种场+扩繁场+养殖企业（合作社）+加工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并依托地方建设的乡镇服务站建立农

资（饲料、兽药）、农技双结合经营网点，开展驻点咨询服务。同时，探索创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和“1+10+100”的校企

合作科技服务模式，即 1个教师对接 1个村（镇），带领 10名学生进驻 10家企业（示范户），辐射 100个示范带动户，驻村

教师全部脱产，人年均驻村时间 200 天以上，实行“驻一带一”科技服务模式，扩大帮扶力度，并建立总额 200 万元的“产学

研合作基金”，专门用于院企合作项目实施，多名学生与帮扶企业达成就业协议。省家禽所在东台市实施禽业良种工程，以许

河镇为中心，辐射安丰、唐

洋及富东三个镇的标准化示范区，与地方农业部门协作开展禽业科技入户工作，积极推广自主培育的“苏禽蛋壳鸡”“苏

禽黄鸡”“维扬麻鸡”“邵伯鸡”等国家、省级家禽新品种（配套系）。

“产学研用协作+重点攻关”模式。省蚕种所与如东县蚕桑站、蚕业合作社、示范户紧密协作，联合攻关，在全国率先实施

稚蚕人工饲料饲育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得到中国蚕学会以及国家现代蚕桑产业技术体系聞位专家的高度认可，还在全国率

先探索应用“物联网”养蚕技术，成功帮助蚕农实现全年工厂化养蚕。省林科院依托挂县强农项目，与泗阳县共建杨树研宄所、

林下经济研究所，连续多年开展的林下中草药高效栽培示范为培育泗阳林下经济产业稳定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点面联动+挂钩帮扶”模式。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江苏省畜牧总站、江苏省绿办等省级推广单位充分发挥各自职能

优势，省、市、县、镇协同推广，示范村、示范园、示范区联动实施，通过标准化创建，指导多个对接点完成全国设施蔬菜标

准园、全国畜禽标准化养殖示范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县的创建工作。徐州市农科院、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扬州职业大学、南京农科所等单位，通过驻村专家挂职科技县、镇长的办法，结合扶贫等工作，开展挂县驻村科技服务，

均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