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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科技110是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宗旨是服务“三农”，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业科技110服

务平台建设整合了涉农科技资源，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热线电话服务、田间指导、远程视频诊断、技术培训、信息服务、农资

配送、农产品销售服务和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示范等，搭建快速便捷的农业科技110技术服务平台和信息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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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是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的客观需要。海南省农业科技110自2002年

试点推广以来，以科技为切入点，政府搭台，企业

唱戏，通过“技物结合”、“技企结合”“技所结合”和

企业化经营，改革了分配方式，调动了科技人员积

极性，使农村科技推广服务队伍得到重整和发展

壮大，同时运用高新技术装备大大提高了科技服

务能力、水平和效率，有效改变了传统的农村科技

服务局面，提高农民科学种田素质，加快新技术、

新品种推广，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现代农业生产和

新农村建设。农业科技1 10整合了各级政府、乡镇

农技“五站”、涉农企业、农技协会、大中专院校、科

研院所等政府、涉农社会力量与科技资源，在省、

市县(区)政府建立农业科技110工作领导小组和

指挥中心，乡镇建立农业科技110服务站，行政村

建立农业科技1 10服务点；组建了一支技术水平

高、服务能力强的技术服务队伍，在农村建立一个

布局合理、覆盖全省乡镇的科技服务网络，形成了

综合性的农业科技服务推广体系。2009年全省农

业科技110系统受理求助60多万人次，举办培训

班4000多期，培训农业科技110系统技术人员和

农民50万人次，举办科技下乡3000多场次，受益

农民200万人次。海南省成为国家农村科技信息

工程示范试点，科技部办公厅转发海南省科技厅

关于农业科技服务“1 10”经验和做法的通知(国科

办农字[2007】18号)在全国推广，成为全国的农业

科技服务品牌和农村科技服务的主要抓手⋯，得

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农民群众的好评，胡

锦涛总书记视察海南时对农业科技1 10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农业科技110作为信息共享平台的

成功之处在于其运行和服务机制的创新。即农业

科技推广服务的运行机制从计划经济机制向市场

经济机制转变；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从以政府为主

导和主体转变为靠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为社会服

务，进行多元化参与B1。

2 建设信息服务和共享系统

2．1 建立热线电话服务系统

海南省率先于2004年在全省开通了农业科

技1lO服务热线电话9631 101¨，农民用固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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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热线电话服务系统

拨打963110，接通就近服务站服务电话，得到服务

站技术人员技术服务。用移动电话拨打963110，可

接通指定服务站服务电话。开通了全国星火科技

服务电话12396，与农业科技110服务热线电话

963 110并网使用，连通省外专家和科技部专家，扩

大了热线服务的资源，延伸了农业科技110的服

务手段。开通了114号码百事通农业科技110信

息求助业务，用户拨打114查询农业技术、科技信

息等可将电话接入服务站，由服务站技术人员提

供服务(图1)。

2．2 建设远程视频系统

建设农业科技1 10信息共享和服务远程视频

系统，实现省、市县农业科技1 10指挥中心和服务

站、点之间的可视链接。省、市县指挥中心可利用远

程视频系统，调度服务站技术人员为农民提供技术

培训、咨询、诊断、信息等服务。农民就近解决不了

的问题，省、市县组织专家通过视频进行远程指导、

咨询和诊断，实现快捷服务和信息资源共享，大大

节省了时间和技术服务成本。海南省已开通150个

视频终端，实现了省、市县农业科技1lO指挥中心

和服务站、点之间的可视链接。2009年全省共举办

远程视频培训班90期，远程农业技术诊断110次

(图2)。

2．3 开发智能化农业专家系统

海南省结合本地农业生产技术需求，组织专家

开发主要农作物、水产品和加工智能化农业专家系

统，为“三农”发展生产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海南

省组织专家开发了橡胶、胡椒、香蕉、芒果、辣椒、对

虾等9个专家系统，正在开发西甜瓜、水产、水稻制

种、瓜菜、福橙、莲雾、哈密瓜、文昌鸡、石斑鱼、豆角

等12个农业智能化专家系统，使农业智能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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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远程视频系统

系统达到21个。农业专家系统覆盖全省主要种植

和养殖产业。全省农业科技110服务站(点)的电脑

都安装了智能化专家系统，农业科技l 10网也开设

智能化专家系统栏目，农民可在乡镇服务站、村级

服务点或利用自家的电脑上网使用智能农业专家

系统，进行农业技术查询、决策和发布信息等。

2．4 建立远程信息发布系统

建立农业科技1 10远程信息发布系统，利用

远程信息发布系统、手机短信等发布气象、市场、

技术服务等信息，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海南省建

立了远程信息发布系统，在85个服务站安装了户

外电子显示屏，实现了远程信息双向互动发布，省

指挥中心向全省市县(区)指挥中心和服务站直接

发布信息、市县(区)指挥中心可向其辖区内服务

站直接发布信息，服务站也可自行发布信息。2009

年全省发布各种信息2．6万多条。

2．5 开发电子网站系统

开发农业科技110网站，为农民提供技术和

信息服务窗ISl。网站可开发远程培训、专家库、供

求信息、农业技术等栏目，实现网上多媒体培训、

网上专家咨询、网上科技信息发布与查询等功能，

建立和完善农业实用技术数据库、热作资源数据

库、热带作物病虫害诊断数据库、土壤气象数据库

以及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数据库、农业专家系统、语

音技术服务系统，建设网上交易平台。海南省开发

了省农业科技110网和海南电子农务网两个专门

开展技术和信息服务网站，为农民提供有效的综

合信息服务。在网站设立农民信箱，方便农民求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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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科技1 10运行机制

3．1 政府大力推动

农业科技110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和系统工

程，涉及多部门、多行业，需要各方合作。海南省

农业科技110建设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

业经营。省、市县政府建立农业科技110工作领

导小组，科技部门牵头，其他政府部门配合，充分

发挥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指导、协调、检查和

督促作用，有效整合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会力量及

涉农科技资源。省、市县政府将农业科技110列

入重点工作大力推进，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工作会

议，将农业科技110工作要点分解到各成员单位

落实，形成统一有效的农业科技110指挥管理和

协调机制。

3．2 指挥中心指挥协调服务

为了加强农业科技1 10的指挥、调度、协调作

用，协调专家团专家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负责农

业科技1 10远程视频系统、网站系统信息系统等

的管理运作，省、市县(区)建立农业科技110指挥

中心，指挥中心在省、市县(区)农业科技110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下，负责指挥、调度、协调省、

市县(区)服务站点开展工作。海南省建立了省、市

县(区)农业科技I 10指挥中心23个。

3．3 服务站、点就近服务

动员涉农企业、农技服务推广机构、科研院

所、农业技术协会等社会力量加盟农业科技110

服务站、点建设，充分发挥其经济实力和科技优

势。在乡镇建立农业科技110服务站，主要负责农

业技术服务、农村信息化推广、农资和农产品销售

服务，配备电脑及必要的服务设备，宽带上网，开

通热线服务电话，设技术服务、农资经营、技术培

训、土化室和农产品销售服务点，有专职技术服务

人员。在行政村或自然村设立农业科技110服务

点，配备电话、电脑，宽带上网，有技术联系人为农

民服务。截至2009年年底，海南省建立了农业科

技l 10服务站259个，其中省级龙头服务站30个、

省级标准服务站176个，市县级服务站53个，服

务点466个，实现了农业科技110服务站全省乡

镇覆盖。

3．4 专家团提供技术支撑

农业科技110吸纳了一批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职业学校、涉农企业、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和农

业技术协会等专家和技术人员作为省、市县(区)

农业科技110专家团专家，负责省、市县(区)农业

技术服务和信息化服务工作，解决市县和基层服

务站(点)技术服务人员和农民遇到的难题，提供

全省农技、市场和农产品销售信息等服务。海南省

省级农业科技110专家团专家375人，市县(区)

专家团专家460人。

3．5 服务站技术人员快捷服务

服务站技术人员能就近快速回答农民技术咨

询，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为农民提供

技术和农产品销售信息。每个服务站配备3名以

上专职技术服务人员，通过政府行为把乡镇农业

技术服务机构的技术人员纳入服务站专职或兼职

技术服务队伍。兼职技术服务队伍中包含一批退

休专家、企业技术人员、科技能人等。海南省的服

务站有专职技术服务人员960名，兼职技术服务

人员2500多名。

3．6 服务点乡土人才身边服务

把热心于农业技术和信息化服务的一批农村

农民技术员、科技致富能人、科技示范户等乡土人

才组织起来，组成农业科技110服务点的服务队

伍，协助服务站作好服务点的技术服务工作。海南

省的乡土人才7000多人。

3．7 建立技术、信息、农资、农产品销售四大

服务机制

农业科技110服务站建设单位有四种类型：

企业型、农技站型、科研院所、农业技术协会型。服

务站实行“企业运作、技物结合”，服务站在开展技

术和信息服务的同时配套经营农资和农产品销

售，把技术、信息服务与农资、农产品销售结合起

来。技术和信息服务是免费的，农资、农产品销售

和示范基地是营利性的。例如，2009年海南省三亚

市田独服务站、乐东县佛罗服务站、陵水县英州服

务站等联手经销海南哈密瓜，带动了海南哈密瓜

85％的市场销售，销售哈密瓜2万多吨。

3．8 农业科技110的投入机制

农业科技110走出了一条“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市场运作”长效的农业科技服务和农村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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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新路子，建立了政府引导，吸纳社会资金的投

入机制。农业科技1 10承担着政府公益服务职能，

政府搭台必不可少，不仅需要持续的经费投入，更

要做到经费逐年增加。海南省各级政府将农业科

技110建设列入财政预算或专项经费，主要支持

部分服务设备、仪器和技术培训经费，同时在项目

立项等给予倾斜支持。服务站建设的资金投入以

建设单位为主，吸纳涉农企业、科研院所、农业技

术协会、农资公司等社会力量加盟农业科技llO

建设。2009年海南省农业科技1lO建设投入

3013．29万元，其中省财政600万元，市县政府

730．22万元，乡镇政府61．23万元，企业单位

1382．27万元，科研院所239．57万元。

3．9 农业科技110可持续发展的政府的引

导机制

海南省在农业科技110建设中创新农业科

技推广体制f2】，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省、市

县政府建立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例会制度，定期召

开成员单位会议，加强沟通和协调。各市县科技

管理部门对服务站加强管理和指导，省、市县指

挥中心在统筹和协调全省各级专家团专家、服务

站(点)和科技能人等方面发挥作用。形成省、市

县、乡镇上下联通、部门之间横向协调的农业科

技110系统，有效地了整合涉农科技资源，调动

各类科技人员参与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积极

性。在建设农业科技1 10中，将标准化建设规范

化管理作为工作重点，实行“五统一”：统一服务

电话号码、统一牌匾制作、统一服务标志、统一内

部布置、统一规划布局；建立服务站年度考核制

度，制订服务行为、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的规范，

加强服务行为管理，严格管理，按照服务时效、服

务质量、服务效率和群众满意度对服务站进行年

度评价考核；实行值班与“出诊”登记制度，随时

为农民提供服务，不允许出现坑农、害农的现

象。通过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强化了各服务

站的品牌意识，树立了农业科技110的形象，保

证了服务质量，以服务赢得信任。农民有农业生

产技术问题喜欢向服务站咨询，到服务站购买农

资，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益，为服务站经营提供了

市场空间，也提高了农业科技服务110的持续发

展能力1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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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业科技110的运作模式

海南省农业科技110探索了农业科技推广服

务的新模式，整合了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资源，提

高科技服务能力和效力。农业科技110的服务手

段和方式是：一是热线电话服务，在全省开通热线

电话9631 10、全国星火科技服务电话12396和114

号码百事通农业科技1 10求助业务，农民通过固

定电话或移动电话就近得到服务站的服务；二是

现场服务，服务站技术人员对农民的求助，免费到

现场服务；三是远程视频服务，开展远程视频咨

询、诊断、培训；四是智能化农业专家系统，开发橡

胶、对虾等主要种植、养殖专家系统，农民查询得

到技术指导；五是远程信息发布系统，服务站安装

了户外电子显示屏；六是信息网站系统，开发了海

南省农业科技110网和海南电子农务网。

4．1 服务站建设模式多样化

(1)企业型服务站建设。海南省吸纳一些有经

济实力、技术力量、信誉好的农业龙头企业、农业

生产资料公司建设农业科技110服务站。目前依

托涉农企业建服务站的154个，占服务站总数的

59．4％，这种服务模式较有活力，成为海南农村科

技110服务站的主力军之一，整合了涉农企业技

术、人才、新品种、农产品和农资销售资源。这种模

式中，有政府作后盾和农业科技110的品牌效应，

龙头企业和农资公司在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和农资

时能够得到农民的信任，企业的销售额有所增加，

企业自身也得到发展。农技人员在为农民提供服

务的同时，也向农民推销新品种和农资产品，从中

得到相应的利益回报，形成一定的激励机制，提高

他们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例如，海南吸纳全省最大

的罗非鱼科研开发、品系选育、鱼苗繁育、养殖企

业——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加盟，在临高、

定安、琼海、文昌等市县建设了1个省级龙头服务

站和3个省级标准服务站，为广大的罗非鱼养殖

户提供技术服务、优良鱼苗和市场信息等。

(2)农技站型服务站建设。依托乡镇的农技

站、畜牧站、水产站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设立农业

科技110服务站，发挥这批农业技术力量的作

用。各市县利用工作基础较好的农技站、畜牧站、

万方数据



·专题报道：科技资源共享·构建农业秘技110服务张信息共享平台

水产站等农技推广机构，设立服务站，加以改造和

完善。目前依托农技推广机构建服务站的74个，

占服务站总数的28．6％，这种服务模式已成为海

南农村科技110服务站的主要形式之一和整合乡

镇农技人才资源的平台。

(3)科研院所型服务站建设。由涉农的科研院

所建立农业科技110服务站，发挥专业人才、技术

优势、科技示范基地作用，促进科技成果、先进适

用技术和新品种示范推广。目前依托涉农的科研

院所建服务站的19个，占服务站总数的7．4％，例

如，海南省水产研究所在琼海市长坡水产养殖示

范基地建立了省水产服务站，为冯家湾一椰林湾

虾苗产业带400多家水产养殖户提供快捷的技术

和信息服务。

(4)农技协会型服务站建设。由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建立农业科技1 10服务站，如专业技术协会、

农产品协会、水果协会、专业技术合作组织等。目

前依托涉农的科研院所建服务站的12个，占服务

站总数的4．6％。

4．2 建设科技示范基地

依托服务站新建了20个种植、畜禽养殖、水

产养殖农业科技1 10科技示范基地，面积4000

亩，推广面积50000亩；农业科技110科技示范基

地建设达到34个，面积15940亩，推广214500亩，

引进一批新技术、新品种。把农业科技110科技示

范基地建设与星火产业带建设、科技富民强县专

项行动、科技特派员项目等结合起来，带动农民科

技致富。

4．3 组建农业科技110联合会和股份公司

海南省农业科技110联合会和海南省农业科

技1 10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为农资连锁化经营、

农产品集中销售和提供小额贷款担保创造有利条

件。在技术服务、采购配送、市场营销等方面实现

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规模

化经营和技术共享互助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农业

科技110的整体竞争力和服务能力。

4．4 农业科技1 10与电信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加强农业科技110与电信、移动、联通公司等

合作。海南省科技厅与海南电信、海南移动、海南

联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完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拨打服务电话963110功能和农业科技110实用

技术数据库，提升农业科技110的信息化手段。海

南省科技厅与海南电信、海南移动、海南联通公司

合作，完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拨打服务电话

9631 10功能和农业科技110实用技术数据库，提

升农业科技110的信息化手段。整合电子农务、天

涯农浓情、12582农信通、农业新时空等网站资源

开展技术服务。将农业科技1 10服务点与农村信

息化示范村等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每年培育100

个科技信息化示范村、500个科技示范户。

4．5 农业科技1 10与金融机构开展战略合作

加强农业科技110与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农

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等金融部门合作，为农业科

技1 10服务站和相关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支持服

务站建设、创办科技示范基地和农资经营。加强科

技和信贷信息共享与交流合作，为“三农”提供更

多的科技和信贷信息服务。

5 结语

农业科技1 10今后发展的重点：一是推动农

业科技110朝着“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专业

化服务、信息化支撑、连锁化经营”的发展方向，扩

大服务网络，增强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为农

民提供技术、信息、农资、农产品销售和小额信贷

服务。二是建设海南特色农业的省级龙头服务站5

个、专业服务站10个和省级标准服务站50个，省

级龙头服务站达35个，省级标准服务站达225

个，提升服务水平、质量和手段，受益农民达200

万人次。三是将农业科技1 10与文明生态村、科技

示范村、农村信息化示范村工程、农村党员现代远

程教育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商务信

息服务工程等多种资源整合与融合，形成合力，推

进农业科技1 10服务到农村千家万户；四是优化

升级农业科技110指挥管理、远程视频、远程信息

发布等三大系统，把农业科技110建成集电话、手

机、电视、电脑为一体的的信息化服务平台；五是

加强农业科技1 10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培训农

业科技110系统技术人员和农民50万人次；六是

围绕农业优势产业发展需要，新建和完善54个农

业科技110示范基地；七是完善农业科技110省

市县专家团建设，壮大农业科技1 10的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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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充分发挥农业科技110联合会和股份有限公

司的作用，建立农业科技110农资、农产品销售网

络，促进农资连锁化经营、农产品集中销售；九是

海南省农业科技l lO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

行海南省分行合作，为农业科技110服务站、科技

示范户发放信用担保贷款等；十是促进与农业院

校的合作，把农业科技110服务站建成农业院校

学生的实习基地和就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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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资源导刊》入选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经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选出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cssci)来源期刊(20lo一2011年)527种，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2010—2011年)174

种。2009年11月25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评价中心公示了该遴选结果。《中国科技资源导

刊》入选扩展版来源期刊(2010—2011年)。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由南

京大学研制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信息查询

与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采取定量与定性评

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

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

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学

术期刊的整体质量，从2008--2009年起，“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增设了扩展版。扩

展版期刊仍坚持来源期刊的标准，既关注到更

多较好的期刊和学科或学术领域相对较窄的期

刊，又保证了“来源期刊”的质量水准，有利于学

术期刊向高质量的目标发展。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以下简称《导刊》)自

办刊以来始终立足科技资源管理领域，坚持“以

读者为导向，与作者共成长”的办刊理念，努力

宣传和探讨科技资源管理的战略政策，探索和

揭示科技资源管理领域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展

示科技资源管理的实践经验。在近几年的办刊

过程中，《导刊》不断加强高端稿源拓展，提高刊

物整体质量，扩大刊物学术影响。在各级领导、

各位专家、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鼎力支持下，《导

刊》快速成长起来，成功入选CSSCI扩展版来源

期刊。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把《导刊》打造成

科技资源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

台，促进我国科技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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