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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12月13日讯 今年以来，在乡
村振兴战略与科技兴农战略的双重驱
动下，即墨区科技局择优在农业院校、
科研院所、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一线
农技工作者中，培育了37名农业科技特
派员，选派他们深入基层，常年为农业
种养殖户提供无偿技术指导服务，宣传
现代农业新技术新理念、转化应用农业
科技成果、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让科特派制度“遍地开花”

日前，一位大姐拿着大葱，走进即
墨区移风店镇科技特派员朱典玉的农
业合作社，咨询病害问题。朱典玉没有
让她失望，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法。这位
大姐说，“这些年多亏了朱老师，不光是
我，村民只要有农业病虫害方面的问
题，都会找朱老师，朱老师都会耐心解
决问题，这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我们
都叫他‘土专家’‘田秀才’。”朱典玉的
故事只是即墨区科技局科技特派员的
一个缩影，像朱典玉这样的科技特派员
还有很多。

即墨区科技局立足本地农业生产
的实际需求，选派科技特派员精准施
策，精心筛选推广农业主推技术，涵盖
作物高效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自动
化控温控湿、土壤健康管理等多个领

域。今年以来，即墨区科技局科技特派
员共提供各类农业科技指导服务 400
多次，举办农业科技培训班 40 余次，现
场技术指导示范 90 余次，发放宣传资
料千余份，通过这些形式，加速先进技
术在田间地头的落地生根，有效促进农
业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双重提升。
在科技特派员的积极促成下，所服务农
业合作企业、农产品企业先后与多家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成功
引进并转化应用 19 项农业科技成果。
这些成果包括智能烘房技术转化、“鱼
与香草”微生态系统、西红柿、玉米等粮
蔬作物减肥增效、芋头抗连作育苗高效
栽培技术等，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优
化成本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展现
出巨大优势，有力推动即墨区农业产业
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全产业链打通科技进村入户

即墨区科技局鼓励“一对一”“一对
多”“多对一”“多对多”等服务方式并存。
针对特色产业，结合市场需求，成立专家
服务团队，实现“单人单点”服务向“组团
联动”服务转变，由服务企业向服务产业
延伸，由节点服务向研发、生产、加工、检
测、流通、销售等全产业链条延伸覆盖，构
建科技特派员服务新格局。推荐指导位
于即墨区移风店镇的青岛邦德农业技术
有限公司组建了山东省科技特派员青岛
市芋头产业服务团，服务企业、帮扶农户，
在芋头育苗、秧苗管理、种植、培土技术、
采收及产品分级管理、储存入库、病虫害
防治等环节进行全产业链条服务，打通了
服务农户及企业的“最后一百米”，促进了
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带动了周边农
业科技发展，增强了农村科技发展后劲。

同时，探索“科技特派员+专家+农民”
“科技特派员+企业+基地+农户”“科技特
派员+大学生”等模式，并给予政策扶持，
有效提升了服务能力与水平。即墨区科
技局定期举办科技特派员培训班，采用理
论学习与实践观摩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
科特派工作制度、目标任务、工作职责相关
内容以及项目申报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讲
解。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通讯员 刘丁榕 孟庆文 摄影报道）

早报12月 13日讯 冬日里围炉
煮茶、梧桐书吧体验汉服、艾草工坊制
作香囊……近日，“外籍留学生走进洋
河镇，沉浸式体验胶州乡村文旅‘新样
板’”活动在胶州市洋河镇举行，来自
吉尔吉斯斯坦等近 10 个国家的 21 名
外籍留学生来到青岛艾山乡村振兴示
范片区，开启一场丰富多彩的“Coun-
trywalk”新体验。

乡村文旅发展能促进农村增美、
农民增收、文化繁荣，已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引擎。近年来，胶州市立足资
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积极
探索“农业+旅游”附加功能，拓展“农
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青岛艾山乡
村振兴示范片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仲冬已至，洋河镇曹家庄村天泽
茶舍却温暖如春。外籍留学生与当地
文化工作者、村民围坐一堂，自己动手
泡茶、烤红薯，体验围炉煮茶的乐趣。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
媚的春光”“竹板一打响连天，诸位细
听说艾山”“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
轻的来”……吉尔吉斯斯坦籍留学生
为大家演唱起歌曲《喀秋莎》，洋河镇
大庄村村民表演山东快书《话洋河》，
中 外 青 年 共 同 朗 诵 诗 歌《再 别 康
桥》……一个个中外文化交流互动，也
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

在梧桐书吧，外籍留学生们穿
上了精美的汉服，在古色古香的环
境中漫步，欣赏胶州历代文人墨客
的著作。

“我一直想到中国的村庄走走看
看，没想到这次活动帮助我实现了这
个愿望。大家烤着炉火聊天、村民们

真诚互动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家乡。”对俄
罗斯籍留学生李康丽来说，中国充满魅
力。“这里的村庄建筑都很别致，环境很
好，当地的人们也十分热情，今后我要多
走走多看看，更加深入感受中国、了解中
国。”李康丽说。

洋河镇兴郭村有着150年的手造历
史，是远近闻名的“石匠村”。聚焦非遗
技艺传承和发展，胶州市在兴郭村打造

“上合有礼·艾上手造”特色村，建设指尖
造物坊、有艾工坊、礼遇匠心馆等，拓展
手造产业体验新场景，以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

外籍留学生们边走边看边体验，亲
手制作艾草香囊，与当地手艺人学习剪
纸，在民俗体验中感受风土人情和优秀
传统文化。“印度尼西亚有着丰富的手工
艺传统，今天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中国
乡村对手工艺的传承和发展，这里将传

统文化现代化、产业化，给了我很大启
发。”印度尼西亚籍留学生何维理说。

本次活动由胶州市委宣传部、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胶州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胶州市洋河镇承办。旨
在发挥上合示范区公共产品属性，搭建
外国友人深度感知中国、了解中国的桥
梁，促进多国文化交流，讲述中国乡村振
兴的生动故事。

今年来，胶州市聚力“五大新城”建
设，依托国际贸易、商旅文化、“一镇一
业”、乡村振兴等场景，开展外国友人“走
近上合”系列品牌活动，搭建外籍友人了
解上合、感知中国的平台和窗口，实景展
示胶州城市形象、营商环境、文化底蕴，
促进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生动讲述“中国
故事”。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通讯员
李颖慧 摄影报道）

早报12月13日讯 12 月 13 日，由
青岛自贸片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
实施的“中德未来城 D1 组团 2 号生态
广场建设”项目成功实现智能辅助评
标，该项目也成为全省首个使用智能辅
助评标的项目，标志着青岛市公共资源
交易迈入“智能评标”新时代。

智能辅助评标系统由青岛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联合青岛自贸片区管委共
同开发建设，旨在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智能化转型升级，进一步提高评标效
率和质量。

该系统通过与省人社厅电子社保
平台、市智慧审批系统、市建筑市场监
管与诚信一体化平台等多个系统实
现信息共享、数据互联互通，可自动
获取投标人业绩、信用、资质等信息，
有 效 保 障 了 数 据 的 准 确 度 和 可 靠
性。另一方面，该系统能够实现评标
点精准匹配，为专家在评标环节提供
招标智能解析、评标规则自动提取、
围串标异常提醒、清标智能检查等多
方案横向比对，从耗时耗力的人工审
查转变为省时省力的AI数据分析。

此外，智能辅助评标系统还充分
结合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有关要求，实现了评标过
程风险点高效识别，通过构建智能预
警机制，高效识别评标专家与投标单
位潜在利益关联，支持快速定位到投
标文件疑似风险位置，实现异常线索
精准定位、高亮预警。按照各行业、
专业相关标准文件，统一打分尺度，
多措并举提高评标效率，降低专家自
由裁量权，确保评标全程无盲点、可
追溯。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郭念礼）

“科技特派员”赋能乡村振兴
即墨区科技局助力农业技术“落地生根”打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百米”

留学生们欣赏中国的布老虎手工艺品。

朱典玉（右）在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农业科技指导服务。

围炉煮茶、穿上汉服、制作香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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