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农 业 科 技 动 态 

第 7期 

（总第 730期）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2018年 4月 26日 

 

张雄副院长带队赴都江堰市 

指导天府源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工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的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发展

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田园综合体建

设试点工作的通知》（〔2017〕29 号）的有关精神，四川省农发办委托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田园综合体项目技术依托单位，

布局落实建设好都江堰市天府源田园综合体。受都江堰市的邀请，2018

年 4月 9日，张雄副院长带领我院科技合作处副处长刘永红研究员、朱永

清研究员、刘光迅研究员、张超研究员、杨平华研究员、房超研究员、陈

栋研究员、刘强副研究员等专家一行赴都江堰市，与市委、市政府相关领

导、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调研座谈，共商推进天府源田园综合体的

建设方案。 

上午的座谈会上，都江堰市委书记卢胜首先感谢张雄副院长带领的专

家一行为田园综合体的建设献智献策，并介绍了都江堰市委市政府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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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作的总体设想和科技需求；张雄副院长首先介绍了我院农业创新成

果转化的主要成效，并提出都江堰应发挥世界级的旅游胜地、优越的自然

资源禀赋和厚重的历史文化传承等优势，依托国家级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

的契机，打造乡村振兴的新亮点、新模板；双方领导通过交流，在瞄准国

家田园综合体要求，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提供科技支撑，作好顶层设计规划，

项目、平台布局实施，本土农业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共识。 

随后，在都江堰市农林局领导的陪同下，张院长一行实地调研了胥家

红阳猕猴桃专家大院和圣寿原蔬菜合作社，相关负责人现场介绍了生产中

的实际问题和具体需求，专家给予了指导性建议，并建立了联系机制。 

下午的座谈会上，都江堰市副市长陈丽娜介绍了田园综合体现阶段的

建设情况，并提出了传统农业产业如何转型提档升级、猕猴桃产业如何与

体验式乡村旅游相结合、如何寻找有机农业的切入点、如何通过农业农村

软科学研究，探索可复制推广的机制模式等四个方面的院市合作请求。我

院各位专家根据都江堰的地理条件和具体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了中肯的建

议和院市合作的具体内容。 

张雄副院长最后结合都江堰实际，落实好国家田园综合体的建设要

求、优势特色产业筛选、乡土人才培养、高品质服务、新机制新模式探索

等方面进行了强调，并建议院市要尽快签订深化合作协议，并就具体如何

开展合作提出了总体安排部署。 

通过实地调研和座谈交流，院市形成“以美丽田园为中心、以特色产

业为支撑、以文化传承为灵魂、以综合服务体建设为抓手、以机制模式创

新为关键、以产业兴旺乡村振兴为目标”的科技合作总体框架，为天府源

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明确了目标和方向，为进一步推进实

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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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合作处  周评平） 

 

我院专家到川南指导蔬菜生产与产业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川南蔬菜产业发展和脱贫攻

坚。2018年 4月 11～13日，国家大宗蔬菜体系川南站站长、四川省蔬菜

创新团队首席李跃建研究员，园艺所唐丽研究员、张泽锦博士等一行 5

人到川南泸州、自贡开展蔬菜生产指导与科技扶贫工作。泸州市农业局经

作站站长黎秋刚、副站长张伦德，叙永县农业局副局长王敏，经作站站长

刘平炉，自贡市农科所杨华伟所长，荣县农业局等相关人员陪同参与调研

指导。 

一是到叙永县麻城镇蔬菜生产基地、食用菌生产基地，营山镇太康村

辣椒生产基地、大蒜种植基地调研指导高山蔬菜生产；二是到自贡荣县早

春蔬菜基地，开展水肥一体化技术、避雨栽培等新技术示范指导；三是开

展蔬菜轮作试验调查测试；四是与专合社、种植大户、农技人员座谈交流，

就规模种植蔬菜的生产情况、经济效益、产业问题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和

探讨，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给农户答疑解惑，并提出了生产建议与解决办

法。 

李跃建研究团队指出，蔬菜作为当地农业增效、贫困区域脱贫增收的

主导产业，现今市场竞争激烈，在发展上一是要发挥区域优势，错时错季

发展；二是要调整优化蔬菜种植结构，科学种植，可持续发展；三是要依

靠科技，降低成本，提质增效，发展现代蔬菜产业；四是要提升品牌，拓

展市场；五是要在蔬菜优势区域加速推动蔬菜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战略。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  唐 丽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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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专家赴深度贫困县开展科技扶贫万里行活动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实施深度贫困县人才振兴工程的意见》（川委厅〔2017〕66 号），四川

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专家陈德西副研究员作为科技扶贫万里行油菜生产

技术服务团成员，于 2018年 4月 10～20日随团赴甘孜州新龙县、道孚县、

炉霍县和阿坝州的壤塘县开展深度贫困县科技扶贫万里行活动。 

活动期间，服务团积极与当地组织部和农牧局对接，深入油菜产业区

进行产业调研，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帮扶。现场开展了高原春油菜的高产优

质栽培技术和油菜病虫害识别及防控技术培训，现场展示了油菜撒播技

术、机械直播技术和土壤培肥技术等，现场发放资料 300余套。 

此次活动以“支撑产业，提升能力”科技推进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为

主攻方向，服务团进一步了解了当地资源禀赋、油菜产业发展基础、发展

现状及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和需求；通过服务团成员走村入户入企

业，在田间地头讲授实用技术，对当地农村实用人才开展“面对面、手把

手”知识传授，培训县产业驻村农技员、科技示范户、种植大户、新型职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共计 300余名；为发挥高原地域特色和绿色生态

优势，将产业和旅游有效地结合，不断增强高原深度贫困地区自我造血功

能和产业发展后劲奠定了基础。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  陈德西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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