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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扶贫专项 2020 年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 2020年科技扶贫工作，聚焦全省脱贫攻坚重点工

作和 2020年计划摘帽 7 个贫困县、300 个贫困村退出、20 万贫

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任务，结合科技扶贫专项工作实际，特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年度目标

2020年，科技扶贫专项以支撑产业发展、完善服务体系为主

要任务，大力推广“产业推动、企业带动、校（院）地联动、在线

互动、创业拉动”“五动”科技扶贫模式。

（一）支撑产业发展。实施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项目 200项

（其中，深度贫困县 70项），支持重点贫困县建立科技扶贫产业

示范基地 50个（其中，深度贫困县 15个），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 3000户 1万人（其中，深度贫困县 1000户 3000人）、辐射

带动项目区农户 1.8万户 6万人人均增收 1000元（其中，深度贫

困县 0.6万户 2万人）；组织 50家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科技机

构与贫困地区开展科技合作（其中，深度贫困县 20家），支持 50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贫困地区实施科技扶

贫项目（其中，深度贫困县 20家），建立完善龙头企业带动帮扶

机制。

（二）完善服务体系。优化提升“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功

能和服务，完善 100个市县运管中心建设，覆盖 88个重点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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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深度贫困县 45个），建立专家服务队伍 1.9万人、信息

员队伍 5万人（其中，深度贫困县专家服务队伍 0.6万人、信息

员队伍 1.5万人），完成在线技术咨询服务 10万次（其中，深度

贫困县 2.5万次）。选派“三区”科技人员 1000名（其中，深度贫

困县 250名），深入贫困地区开展技术服务和创新创业。

二、重点工作

（一）开展科技扶贫产业示范。

1.主要内容。支持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产学研

用协作，实施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项目 200项（其中，深度贫困

县 70项），围绕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建设，开展川粮油、川

猪、川茶、川菜、川酒、川果、川药、川牛羊、川鱼、川竹等产

业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培育壮大一批区域特色农业产业。按照

“育企业、建基地、搞加工、创品牌、带农户”的思路，建立 50

个产业特色鲜明、生产技术先进、脱贫带动明显、运行管理规范、

可复制推广的科技扶贫产业示范基地（其中，深度贫困县 15个），

依靠科技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直接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户 3000户（其中深度贫困县 1000户），辐射带动项目区

农户 1.8万户（其中深度贫困县 0.6万户）。积极争取中央引导地

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贫困地区特色农业产业技术开发和成

果推广。

2.进度安排。一季度确定 2020年第一批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

项目，下达项目资金；二季度组织推荐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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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任务书；三季度组织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项目中期检查；四

季度开展年度总结。

（二）推进“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建设。

1.主要内容。推进“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建设，进一步优

化提升“专家服务、技术供给、产业信息、供销对接”四大服务，

拓展服务功能，完善 12个市（州）、88个重点贫困县运管中心建

设（其中，深度贫困县 45个），建立专家服务队伍 1.9万人、信

息员队伍 5万人（其中，深度贫困县专家服务队伍 0.6万人、信

息员队伍 1.5万人），完成在线技术咨询服务 10万次（其中，深

度贫困县 2.5万次）。

2.进度安排。一季度下达科技扶贫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和资金；

二季度谋划科技扶贫服务体系与乡村振兴有关衔接工作；三季度

落实 2020年度科技服务类项目后补助，四季度开展年度总结并提

出下一年工作计划。

（三）深化龙头企业带动科技扶贫模式。

1.主要内容。引导省内外知名龙头企业参与科技扶贫，发挥

企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主体作用。落实《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等

9部门关于促进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支持企业围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建立科技扶贫产业示范基

地 50个（其中，深度贫困县 15个），推广“企业+基地+合作社+

农户”模式，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企业、科技人员、贫

困户的利益共同体，带动贫困村退出、贫困户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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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度安排。一季度下达第一批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项目资

金；二季度组织签订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项目计划任务书；三季

度组织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项目中期检查；四季度开展年度总结。

（四）完善科研单位帮扶机制。

1.主要内容。深化院地合作、校地合作，持续推进科技特派

员贫困村全覆盖工作，推广四川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模式、

省农科院专家大院机制，支持中央在川和省市科研院所、高等学

校到贫困县开展科技帮扶，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技术支持和

智力支撑。实施“三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科技

人员计划，选派“三区”科技人员 1000人（其中，深度贫困县 250

人），带技术、项目、资金深入贫困地区服务。

2.进度安排。一季度编制“三区”科技人员计划，确定 1000名

“三区”科技人员；下达科技特派员服务与创业项目资金。二、三

季度组织“三区”科技人员计划、科技特派员服务与创业项目调研

和检查；四季度开展年度总结。

（五）激励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1.主要内容。全面落实《四川省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十六

条政策》《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深入推进激励农业科技人员创新

创业改革试点的通知》《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等 6部门关于扩大高校

和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权的若干政策措施》，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到扶

贫一线创新创业，加快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激励政策和保障措

施的落地。支持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贫困县建设“星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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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业载体 30家，带动农业农

村创新创业。

2.进度安排。一季度下达包括“星创天地”在内的重点研发县

域科技创新项目资金；二、三季度组织“星创天地”工作调研；四

季度开展年度总结。

（六）强化深度贫困县及定点扶贫县科技扶贫工作。

1.主要内容。支持马铃薯、荞麦、青稞、核桃、花椒、油橄

榄、中药材、牦牛、绵羊等区域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建设 15

个科技扶贫产业示范基地。加快推进川产道地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与精深加工，藏药、彝药等特色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开发。切实加

强旺苍县、壤塘县及屏山县、雷波县、马边县科技帮扶工作。

2.进度安排。一季度确定 2020年第一批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

项目，下达项目资金；二季度组织签订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项目

计划任务书；三季度组织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项目中期检查；四

季度开展年度总结。

三、资金筹措与监管

2020年科技扶贫专项计划安排资金 1.744亿元，实施项目 300

项（其中，深度贫困县 0.61亿元），其中：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0.28

亿元（其中，深度贫困县 0.07亿元），省财政资金 1.464亿元（其

中，深度贫困县 0.54亿元）。具体投入情况如下。

（一）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类项目。2020年科技扶贫产业发展

类项目资金 11123万元（其中，深度贫困县 4250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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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800万元（其中，深度贫困县 200万元），省财

政资金 10323万元（其中，深度贫困县 4050万元）。

（二）科技扶贫平台建设与运行维护类和科技服务类项目。

2020年科技扶贫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资金 4315万元，其中，科技

扶贫在线平台 3027万元（其中，深度贫困县 1350万元），科技扶

贫在线平台服务补助 1288万元。

（三）“三区”科技人员计划。争取 2020年 “三区”科技人员

计划资金 2000万元（其中，深度贫困县 500万元）。

（四）加强科技扶贫资金监管。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适时

开展科技扶贫项目中期检查，加大科技扶贫领域资金监管力度，

督促整改检查发现的问题，规范资金管理、使用，提高资金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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