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荣昌区21个镇街全部
建立了“3+1+N”基层科协组织队
伍，有 73 名镇街科协“三长”，近
5000名科普志愿者。他们常年活动
在基层一线，服务“三农”，解难释疑，
用科技知识帮助群众致富。

●荣昌区在相对集中的农家院
落、城区相邻楼栋建立“小院讲堂”
384个，涵盖209个行政村、42个社
区，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和科学
普及的主阵地，为助力乡村振兴发挥
了重要作用。

●荣昌区科协充分发挥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优势，大力开展科技服务
“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十三五”期
间，全区880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部脱贫，153个村（社区）全部通硬化
公路，20万条农村水泥便民道通到
农家院坝。

●2021年，荣昌区计划孵化志
愿服务组织和项目20个，开展活动
8000余场，1500余名志愿者接受
专业化培训，知灯、小喇叭等20多支
志愿服务队和400余名骨干志愿者
常态化参与乡村振兴、科学普及、环
境保护、文明创建等志愿服务活动。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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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地方科协改革在路上深化地方科协改革在路上荣荣昌昌篇篇

科技改革兴棠城，科学普及助发
展。

2020年9月，中国科协改革工作办
公室明确，重庆市荣昌区科协为第二批
地方科协深化改革试点项目单位之一。

接受任务后，荣昌区科协党组迅速
行动，拟制了《关于地方科协深化改革
工作试点实施意见》，及时向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区委、区
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为切实做好深化科协改革工作，荣
昌区委专题召开“地方科协深化改革试
点项目工作会议”，研究改革内容，明确
改革任务，细化改革措施，为深化科协
改革统一了思想。

荣昌区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为组长，
区委改革办、区科协、区委组织部、区委宣
传部、区农业农村委、区科技局、区人力社
保局、区卫生健康委、荣昌高新区管委会
等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多部门参与的
基层科协改革工作拉开了序幕。

“小院讲堂”科普讲座红红火火

荣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创建
的“小院讲堂”，着力点就在于“小而
精”，按照“固定+流动”“线上+线下”方
式灵活开设，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的原则，把城区楼院、农家小
院作为“小院讲堂”的主阵地，将“小院
讲堂”宣讲点和志愿服务活动延伸到田
间地头、公园广场、建筑工地、工矿企
业、外出农民务工地和小区业主微信
群，通过“小院讲堂”搭起了同群众的

“连心桥”。
“小院讲堂”不仅是理论宣讲、政策

宣传的主阵地，也是科学普及、农技培
训的好课堂。

盘龙镇白鹤村村民孙贤春，靠种庄

稼、搞养殖养活一大家子人。她总是闲不
下来，盘算着“再找点活来干”，正在这时，
镇“三长”黄成英告诉她：“村里的院坝农
技培训开课啦，有兴趣可以去听听。”

此后，孙贤春参加了一家夏布公司
举办的刺绣知识培训。听了几次，她很
有兴趣。“没想到在家门口也能学技术，
还能赚钱。”孙贤春眼前一亮，机会来了。

夏布公司提出，公司把原料送到村
民家中，村民可在闲暇时候加工，按件
计价。现在，孙贤春每天花上1个小时，
做几个香包，一个月就能赚五六百元。

“目前，全区有73名‘三长’、近5000
名科普志愿者活跃在基层一线，他们是

‘小院讲堂’的主要授课者。”荣昌区科协
党组书记、主席万中先介绍。荣昌区已
建成具有科普宣传和农技培训性质的

“小院讲堂”324个，实现了覆盖“区+镇
街+村（社区）+小院”四级联动的志愿者
网络，让科技服务“进村、入户、见人、走
心”，搭起了群众致富的“科技桥”。

科技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020年10月23日，中国科协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孟庆海在荣昌区科协调
研基层科协改革工作时指出：“要持续
夯实科普基地建设和管理，用创新的理
念和方式提升科普产品水平和服务供
给能力，不断满足公众多样化多层次的
科普需求，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积
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他对
荣昌区“联建科普大团队，搭建科普大
平台，开展科普大活动”和科技助力乡
村振兴给予了肯定。

早在2019年，荣昌区整合全区各级
部门资源，联系镇（街）、社区、学会、企
业等形成合力，组成送科技送科普下乡
服务队，广泛开展“科技三下乡”行动。

2019年3月21日，邀请“动物育种
与繁殖学术学科带头人”、重庆“肉牛现
代化生产技术创新团队”核心成员、西
南大学付树滨教授到远觉镇开展“肉牛
标准化饲养管理培训”，为该镇培训牛
肉加工和肉牛养殖技术人员。

2020年3月2日，荣昌区老科协副
会长、养蜂专家、科技特派员戴荣国受
邀为当地部分蜂农讲授了中蜂的科学
饲养、蜜蜂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技术知
识，随后还进行了现场技术指导，耐心
解答蜂农们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

2021年3月4日至31日，荣昌区老
科协黄华庭（心内科专家）、王在峰（儿
科专家）、谢元玖（中医专家）以及龙怀
玉、刘德文等组成义诊专家团，到8个
镇街开展义诊咨询服务。活动共接受
健康咨询和就诊指导意见400余人，把
脉、测量血压等800余次。

2021年3月11日至31日，科技志愿
者尹有利、汤中秋、周适、林英等16人
组成科普宣传队伍，分批次到8个镇街
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向当地群众发放宣
传资料，提供农业、林业、水产、畜牧、气
象、应急、法律法规等咨询服务。

2021年，荣昌区科协在深化改革
中，始终把科技服务乡村振兴作为重点
来抓，坚持把科技服务于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把群众最需要的技术送到家门
口，打开了群众致富门。

“围绕我区建设成渝地区科技创新
桥头堡这一目标，立足畜牧、陶瓷、电子
电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五大产业集
群和创新资源，用好‘科普中国’和‘科
创中国’平台，把科技服务引到创新驱
动发展的新路上。”荣昌区科协副主席
王增辉介绍。全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强化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建设，已
建成生姜、蔬菜、肉兔、奶牛、白鹅等市
级农业科技专家大院5个，蜜蜂、中药

材、柑橘等区级农业科技专家大院7个。
截至目前，通过农业科技专家大

院，荣昌区共引进新品种22项，推广新
技术30余项，开展技术指导200场次，
培训农民1800人次。

科技让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2021年3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发布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简称一号文件）。
意见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
展，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贯彻落实一号文件精神，科协责
无旁贷。为此，我们把科技助力乡村振
兴作为深化科协改革工作的重点来抓，
大力开展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活动，把农
村产业振兴、农村人才培养、乡村文明
建设、绿水青山工程等融合起来，让科
技打通乡村振兴路。”万中先说。

早在几年前，荣昌区就实施了乡村
人才“虹吸”工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农村
教育资源优化工程等“四大工程”，促进
乡村人才集聚和素质提升。

2019年，清华大学首个“乡村振兴
工作站”落地荣昌，让人才团队长期入
驻。同时，合作建设院士专家工作站和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8个，集聚畜牧专业
人才近万人。

清江镇河中村推行水、电、气、路等
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实现了“水（农业
灌溉用水）、电（小康电）、气（农村天然
气管网）、路（户户通人行便道）、田（高
标准农田）”五个全覆盖。产业以种植
水稻和水果为主，有虎纹蛙、稻虾等循
环产业面积500余亩，桂圆、枇杷等种
植面积近千亩。

而今，荣昌区“三长”、科技特派员、
志愿者等科技工作者坚持人才下沉、科
技下乡、服务“三农”，成为农业科技的
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
振兴的带头人。

科普打开群众致富门 科技打通乡村振兴路
——重庆市荣昌区地方科协深化改革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刘代荣

◀荣昌区
科协组织志
愿者向群众
发放科普宣
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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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荣昌区科
协提供

荣昌区2021年文化科技三下乡活动直
升专场柑橘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