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科协九届七次全委会议

交流发言材料

河南省科协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目 录

1.务实干 谱新篇 写好科协“5610”濮阳答卷

濮阳市科协党组书记 张海洁……………………………（1）

2.扬优势 强服务 助发展

以一流学会建设为抓手服务食品领域创新高地建设

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瑞国………（4）

3.明方向 善作为 勇争先

以实干实绩实效书写科协事业新华章

河南科技学院科技处处长 刘润强………………………（7）

4.科普惠民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新野县蔬菜专业技术协会会长 刘洪定……………… （10）



— 1 —

务实干 谱新篇 写好科协“5610”濮阳答卷

濮阳市科协党组书记 张海洁

我发言的题目是《务实干 谱新篇 写好科协“5610”濮阳

答卷》。过去一年，濮阳市科协时刻牢记“5610”总体安排的

要求，不断推进“5610”生动实践在濮阳提质增效。

一、我们抢抓机遇，成功创建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

在省科协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市委、市政府统筹谋划、

协同推进，示范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年来，新增市级创新

平台 32 家，首家省级实验室——龙都化工新材料实验室揭牌

成立。市科协所属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全面提升，线上“问题

库、项目库、专家库”不断完善，线下举办“科技沙龙”24

期，邀请北京化工大学、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等 12 个团队、40

多名专家来濮对接，协助企业完成技术改进和成果转化 10 项。

二、我们借势发力，促成省科协与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聚焦制造业倍增行动等全市中心工作，谋划特色活动、探

索经验模式，成功举办“会市合作”产学融合大会，签订合作

协议 8项，达成合作意向 16 项，得到了参会企业的广泛好评，

开辟了招才引智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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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强基固本，推动科协组织向基层延伸

全市 3 个功能区、各高校完成科协组织全覆盖，市级学会

完成党组织全覆盖。我们按照“有组织、有制度、有场所、有

服务”的“四有”标准成立企业科协 153 家，高新技术企业科

协覆盖率达到 95%。通过每季度考核、每季度观摩”机制，推

动科协组织能力、服务双提升。

四、我们守正创新，成功创建全省全域科普试点

“全国科普日”活动连续 10 年获中国科协表彰，科普微

视频大赛、科普进影院等品牌活动持续擦亮，由十支科技志愿

服务队、百名科普专家、千名科技人才和万名科普宣传员构成

的科普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科普教育基地、科技小院等科普阵

地不断夯实。

五、我们牢记使命，优化提升科技人才服务

完成了全市近 6万名科技工作者的普查统计工作，为智库

建设奠定了基础。在科技界持续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举办科学

家精神宣讲 20 余场。通过最美科技工作者、优秀科技工作者、

优秀学术成果奖评选，以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机器

人竞赛，表彰各类人才 2700 多人。

过去一年，在“5610”总体安排的路线指引下，濮阳市科

协重点工作获省科协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9次，

在全市综合考评中取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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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本次大会吹响了“担当培育壮

大新质生产力重任”的号角，濮阳市科协将聚焦“四服务”职

责，在持续推进“5610”总体安排中，求突破、谋实效，在创

新驱动示范市、全域科普试点建设中，创品牌、做标杆，不断

推动濮阳科协事业再上新台阶。

发言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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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优势 强服务 助发展

以一流学会建设为抓手服务食品领域创新高地建设

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瑞国

我发言的题目是《扬优势 强服务 助发展 以一流学会建

设为抓手服务食品领域创新高地建设》。2023 年，省食品科学

技术学会积极贯彻落实省科协“5610”总体安排，在科普惠农、

服务创新、繁荣学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有力推动了我

省食品行业创新发展。

一、发挥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积极服务涉农企业。积极落实省科协“百会链千企”、

“i”科普活动部署，组织 50 余位省内外专家分别到河南飞天

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九九龄醋业等 20 多家食品相关企业

开展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与企业签订技术合作协议近十项，

受到了企业的赞扬和当地科协的充分肯定。

二是积极申报中国科协服务乡村振兴项目。与柘城县科协

共同申报、承担了中国科协“智惠行动百会百县乡村行－助力

柘城县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邀请湖南农业大学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校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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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职有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一是引导食品行业标准化建设。积极实施团体标准制修订

计划，广泛征集修订建议 11 项，其中 9 项已获批立项，2项

已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推动了产品创新和规范化。

二是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服务。组织完成科技成果评价共

18 项，赢得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成果完成单位的

良好评价。

三是承接食品专业技术水平评价。对接国家食品学会专业

技术评价工作，成为全国八家试点单位之一，接受了省内外十

余家食品生产单位 23 名食品科技工作者申报，评审通过率达

97％，有效解决了我省食品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的

问题。

四是开展科技创新奖推优推先工作。组织开展河南省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奖评选活动，产生科技创新奖——技术

进步奖 7项，优秀论文奖 25 篇。

三、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一是注重打造学术活动品牌。成功举办省级重点学术项目

——第二届中国食品检验检测与质量控制高峰论坛，省内外

40 多位食品检验检测领域知名院士专家，120 多家省内外食品

检验检测及相关行业企业共同参与，围绕 5大类食品细分领域

开展 39 场专题学术报告，同步举办检验检测产品展示会，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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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我国食品检验检测及质量安全控制方面的科学研究和

技术创新。

二是持续丰富学术活动形式。主办河南省临床营养专科联

盟 MDT 研讨会，专家围绕“高血糖患者的营养管理”方面进行

了研讨，线上听课人数近 10 万余人。举办“食品真实性与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省食品学会 2023 年学术年会”，12

位来自省内外专家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新的一年里，我会将以“5610”总体安排为总牵引、总网

络，持续加强一流学会建设，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全

省食品行业科技进步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发言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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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方向 善作为 勇争先

以实干实绩实效书写科协事业新华章

河南科技学院科技处处长 刘润强

我发言的题目是《明方向 善作为 勇争先 以实干实绩实

效书写科协事业新华章》。现就河南科技学院科协贯彻落实省

科协“5610”总体安排的特色做法和工作亮点做如下汇报。

在省科协的领导和支持下，我校科协认真落实“5610”总

体安排，聚焦主责主业，优化“四个服务”，着力“四个保障”，

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服务、科学普及、学术交

流等工作。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科协各项工作取

得了新成效。

一、深学细悟强党性，不忘初心践使命

我校科协高度重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我校科协系统走深

走实，根据“5610”总体安排，聚焦主责主业，主动将“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体要求融入到科协工作当中。

2023 年成功举办了河南科技学院干部培训—暨科技管理与服

务能力提升培训班，邀请兄弟院校党政管理人员作科技创新与

科技服务专题讲座，切实提高我校科管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和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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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工作作风。

二、成功承办第二届河南省青年科学家论坛

第二届河南省青年科学家论坛以“启迪、探索、创新、突

破”为宗旨，以“激发青年创新活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为主

题，加强交流分享，开阔学术视野、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互

助氛围，促进学科交叉和科研合作，服务青年科技人才成长。

本次论坛设立 1 个主论坛和 11 个分论坛，11 位国内外院士、

39 名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齐聚新乡，聚焦创新发展，深化

开放合作，累计作报告 50 余场；来自省内青年科技人才参会，

参会人员达 350 余人；人民网、央广网、河南日报、今日头条

等 21 家省级以上媒体相继报道本次论坛盛况。

三、坚持开展多样化科普活动，持续服务乡村振兴

以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为契机，以“热爱科学 崇

尚科学”主题，成功举办 2023 年河南科技学院科技活动周活

动，开放标本馆、校史馆、中原服饰文化馆等科普教育场馆，

接待校内外来访人员 700 余人；联合河南省老科协开展“银龄

科普行动”，邀请清华大学马少平教授作科普报告；承接河南

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和“耕耘者”振兴计划培训任务，累计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500 人次。学校先后入选河南省首席科普专

家 3 人，获批河南省青年科技奖 2项，河南省科学家精神教育

基地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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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河南科技学院科协将在省科协的坚强领导下，以

“四服务”为核心，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勇担使

命，为全省科技事业发展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发言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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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惠民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新野县蔬菜专业技术协会会长 刘洪定

我发言的题目是《科普惠民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作为一

名基层农技协战线的科协委员，我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主动作

为，努力带动群众依靠科技增收致富。

一、积极发挥科协委员作用

积极参加科协重大会议和活动，认真学习“科普十条”等

重要文件精神，贯彻落实“5610”总体安排。作为科普专委会

的一名委员，从事蔬菜“三农”科普推广三十多年，亲身经历

和体会了农业科普推广应用发展的全过程。专委会工作重心做

到哪里，工作就跑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

到哪里。在农业科技创新上谋划，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难点

问题上履职。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省”主题，

在专委会的指导下，在“专”出特色、“专”出质量、“专”出

水平上下功夫。

二、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利用荣获中国农技协“百强农技协”这个国字号平台，持

续做好蔬菜科研攻关与技术推广应用，教给更多农民炼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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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本领，种出好菜，卖出好价钱，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为乡村振兴助力加油。二十多年来，我

们协会就干了二件事，一是选准了一个品种，做成了一个产业，

扎实开展农业新技术推广和服务。二是用“工匠”精神做农业，

培育甘蓝产业的“菜把式”、“土专家”、“领头雁”，产业越做

越大。至目前，协会发展甘蓝蔬菜种植基地 22 个，种植面积

18 万亩，辐射带动种植户 3 万多户，覆盖河南、湖北、湖南

等省。蔬菜产品品质档次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亩均增收

4000 多元，增加了菜农收入。协会先后获得“全国科普惠农

先进单位”、“中国农技协科普奖”、“中国农技协科普教育基地”、

“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

三、持续加强基层农技协组织建设

一是加强党建引领。在县委组织部的指导下，成立“蔬菜

产业党委”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了协会的组织力、号召力和

影响力。

二是壮大科普人才队伍。带领本县农技专家和乡土人才、

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在广阔的田间地头开展科技志愿服务，

培育更多本土“田秀才”、“土专家”。从“菜篮子”到“菜盘

子”，从卖鲜菜到“预制蔬菜”，选育“预制菜品种”，实施“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为菜农连接市

场、增加收入找到一条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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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夏炼酷暑、冬炼严寒是我们的工

作常态，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新销售的推

广应用和科普宣传，提高了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对农民的带动作

用，从“种菜”到种“技术”走上了由增产转向提质的发展之

路。

农村科普推广工作是基层农技协的拿手好戏，“科普十条”

的政策落地，农技协人更加信心百倍，一定会干出让党放心、

让基层群众满意的农村科普新业绩，以科普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带领更多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发言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