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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市农业农村领域已
有全职院士 1 人、博士近 300 人、
农技推广人才1059人、农创客6000
多人、农村实用人才18.7万人，农
村实用人才数量居全省首位。

以农业科技人才队伍
为 支 撑 ，我市农业
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农业科技水平稳
步 提 升 ， 水 稻 、 瓜

菜、大黄鱼、青蟹等农
业关键核心技术国内领

先，自主培育的甬青獭
兔填补了我国彩色獭兔品

种的空白。
今年前 9 个月，全市有

24 个新品种通过农业农村部
植物新品种公示，5 个新品种

通过省级审定，17 个新品种列
入浙江省 2023 年主导品种。“甬

优”系列籼粳杂交水稻品种选育
技术入选浙江省十大引领性育种
技术。

成 绩 固 然 可 喜 ， 但 不 可 否
认，我市农业农村人才队伍仍面
临高层次人才、基层农技推广人
员不足，专业结构、年龄结构不
合理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我市农业科技的持续进步。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
力。为高水平建设农业强市，日
前，市农业农村局、市委人才办、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
局等五部门联合制定出台《宁波市
乡村人才振兴十五条》，围绕推动
乡村人才数量质量全面提升、打造
乡村引才聚才平台、健全乡村人才
评价激励机制、健全乡村人才工
作引领和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出台
政策，加快推动我市乡村人才队
伍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在推动乡村人才数量质量全

面提升方面，重点推进农业科研
人才自主培养，面向农业主导产
业和特色优势产业，选拔和培育一
批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军型、创新
型、复合型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支
持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对入选
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的，按规定
给予最高 1000 万元补助。深入实
施领军拔尖人才自主培养项目，
第一层次、第二层次人才分别安
排资助经费 10 万元和 6 万元。

在打造乡村引才聚才平台方
面，重点推进全市农业科技人才
联盟建设。发挥联盟人才整合作
用，建设农业科技人才库，构建
覆盖创新链、产业链、全领域的
人才队伍体系；建设高能级农业
科研平台。聚焦生物育种、耕地
保育、农机装备、设施农业、智
慧农业等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农
业重大科创平台。鼓励企事业单
位加强与院士专家的科创合作，
开展院士工作站、院士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

在健全乡村人才评价激励机
制方面，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乡
村人才纳入全市人才体系，并按
规定享受创业、住房、子女就学等
优惠政策。在甬从事农业种植业、
畜牧业、林特业和养殖业领域的大
学生投保《年度宁波市政策性农业
保险市级财政补贴标的险种目录》
内的险种，自缴保费部分，市级财
政补贴50%；鼓励优秀人才到乡村
创新创业，放宽人才和外来劳动者
落户条件，方便其配偶、未婚子女
和父母随同迁入。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要
把人才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农业
科技全面跃升上来、凝聚到支撑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加快形成
一批有影响力的重大科技成果。

砥砺奋进

人才引育再出大招

深秋时节，农业科技领域硕果累累。
在11月10日召开的浙江省创新深化大会上，我

市农业领域 5 项成果斩获 2022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
奖，其中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1项，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项。

获奖人员中，有院士，有甬江人才工程引进的优
秀青年学者，也有我市自主培养的长期扎根基层一线
的农技推广人员，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描绘了

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画卷。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而人才是强农兴农的

根本。
2020年以来，我市农业领域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

强，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农业领域累
计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13项、宁波市科技进步奖
17项，农业农村部农牧渔业丰收奖3项、浙江省农业
丰收奖15项，13人获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

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石彦荣

11 月 9 日，2023 年第二批甬
江人才工程申报项目尚在评审阶
段 ， 我 市 又 趁 热 打 铁 ， 发 布 了
2024 年度甬江人才工程公告。公
告发布后，鄞州区一家涉农企业
的人事经理李先生和该公司已入
选甬江人才工程的张博士，来到
市农业农村局咨询甬江人才工程
政策。

听完工作人员的讲解，张博
士十分激动，他说：“今年上半年
的申报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宁
波对待人才的一片真心。公司还有
三四个优质储备项目，打算申报
2024年度甬江人才工程项目。”

“张博士在入选甬江人才工程
后 ， 向 公 司 详 细 汇 报 了 申 报 过
程。”李先生说，“公司认为宁波
市 的 甬 江 人 才 工 程 政 策 公 开 透
明，力度大且完全能兑现，因此
我们打算建立新的研发中心。”

真心付出，自有回报。破解
人才瓶颈制约，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关键。

我市聚焦人才发展“一城三
地”（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战略支点城市、高水平人才首
选 地 、 创 新 策 源 地 、 产 业 集 聚
地） 目标，构建从顶尖人才到普
通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的全方
位人才体系。

在农业领域，我市充分发挥涉
农院校、农业企业等招才引才平台
作 用 ， 做 大 农 业 人 才 的 “ 基 本
盘”，推动人才智力向农业产业集
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据统计，甬江人才工程现代
农 业 领域 2023 年度第一批项目，
新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 （团队） 3
个，累计达到 30 个，其中 2019 年
入选的1名创新人才获得2022年度
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新引进
博士27人，博士人才总量近300人。

与此同时，为解决基层农技
推广力量薄弱问题，我市在余姚、
奉化开展乡镇农技人员定向培养，
今年招生 12 人，累计招生 32 人，
基层农技力量得以不断充实。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相 关 人 士 表
示，当前，以博士为代表的各类
人才已成为推动宁波农业科技创
新、产业进步的主力军。

海纳百川

让人才奔“甬”而来

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需
要各类人才来共同书写。

近年来，围绕农业主导产业
和特色优势产业，我市聚焦人才
自主培养，选拔、培育了一批有
发展潜力的领军型、创新型、复
合型农业专业技术人才。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抓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让
技术人员在实践中历练成长、在
学习中提升能力，是自主培养专
业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市每
年举办一次以市、区 （县、市）
两级农业首席专家、产业团队专
家、农技骨干等为对象的农业科
技创新高级研修班，邀请行业知
名专家为学员“充电”。

“今年的高级研修班，除邀请
5 名行业知名专家授课外，还组
织学员实地考察海曙区古林大田
数字农业项目等，让大家在课堂
上更新知识储备，在考察中开阔

视野，在交流中获得启发。”市农
业农村局科技教育处林佳说。

此外，各区 （县、市） 还通
过选派基层农技人员到浙江大学
等单位集中学习的方式，提升基
层农技人员的业务能力。今年，
全市农技人员培训共计 550 人次。

选拔，能够激发专业技术人
员的荣誉感、使命感，充分调动
他们干事创新的激情。这几天，
五 年 一 次 的 浙 江 省 农 业 农 村 技
术带头人选拔工作正在进行中。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相 关 人 士 说 ， 这
次 选 拔 ，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分 配 给
宁波的推荐名额原本只有 10 个，
但报名有 21 人，竞争十分激烈。
考 虑 到 候 选 人 都 很 优 秀 ， 我 市
向 省 里 申 请 增 加 推 荐 名 额 ，最
终推荐 13 名候选人参加省里的评
审。

据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提 供 的 数
据，到目前为止，我市已入选浙

精心培育

让人才快速成长

引进人才只是开端，用好人
才才是关键。

近年来，我市坚持科技项目
和平台建设两手抓，为人才施展
才能搭建舞台。

2021 年，我市出台 《关于高
水平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
见》，明确围绕分子育种、绿色生
态等发展方向，开展先进适用农
业技术研究和推广示范。

当前，我市农业科技项目主
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市科技局负责
的以农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为主
的市重点研发计划暨“揭榜挂帅”
项目，以及市公益性研究计划项
目，另一类是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的
以农技推广为重点的农技推广项
目、产业技术团队项目。今年，
全市农业农村领域通过立项“揭
榜挂帅”项目 1 个、公益性研究
计划项目 4 个，农技推广项目、
产业技术团队项目各 17 个。

“科技项目的实施，一方面提
升了我市农业产业科技水平，另
一方面，培育造就了一支优秀的
农业科技人才队伍。而优秀人才

又能推动农业科技水平的持续提
升，形成‘科技+人才’的良性
循环。”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处
处长岑丞说。

科技平台是开展农业科技创
新的基本要素。近年来，我市在
农业科技平台建设方面不断取得
突破，硬件“家底”日益丰厚。
今年，农业领域被认定省级工程
研究中心 1 个，建成农业农村部
企业重点实验室 2 个、市级重点
实验室 5 个。浙江万里学院宁海
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正式启用，
首批博士、硕士研究生顺利入驻。

三生生物公司建立的农业农村
部华南生猪繁育技术创新重点实验
室，结合产业需求，在国内首创母
猪同期发情—定时输精技术，并开
发出一系列与之配套的专用药物，
为生猪养殖提供技术支撑。

三生公司创新团队一位带头
人表示，部级实验室的设立，为
科 研 人 员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研 发 条
件，促进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提
升。同时，该平台又有助于吸引
更多高层次创新人才加盟。

搭好舞台

让人才大展身手

江省农业农村技术带头人 9 人、
宁波市领军拔尖人才选拔培养项
目各层次人员 79 人。全市已组建
起粮油、蔬菜等 10 个产业技术团
队，团队专家共计 230 人。

陈妙金从浙江大学果树专业
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奉化区水蜜
桃研究所工作，扎根基层一线，

从事水蜜桃科技攻关、产业化技
术推广和新品种选育等工作。近
5 年来，她主持农业农村部地理
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等科技项目
4 项，有 3 个水蜜桃新品种通过审
定，先后荣获浙江省巾帼建功标
兵 、 浙 江 省 农 业 科 技 先 进 工 作
者、宁波市百名创新人才等荣誉。

当前，我市有农村实用人才18.7万人，数量居全省首位——

农业人才引育的宁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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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公司技术人员开展实验室研究工作。（通讯员供图）

陈妙金 （左三） 指导农户生产。（通讯员供图）

农技专家观察洋农技专家观察洋
芋生长情况芋生长情况。。

（（孙吉晶孙吉晶 摄摄））

制图 陈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