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省 教 育

鄂教科函 (2021)3号

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
百校联百县——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计划
”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意见》,根据省委、省政府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

业产业强省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要求,我

厅拟启动
“
百校联百县——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

计划
”(简称

“
百校联百县

”),现就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百校联百县的主要任务

百校联百县是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强省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

施意见》,聚焦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农村市场、种业资源、

乡村旅游、乡村教育、乡村医疗、乡村文化、乡村养老和社

区服务、乡村环境等 10个领域 (具体内容见附件 1),组织

全省百所高校,对接全省百个县市,采取项目制的方式,组

织全省高校科技人员和学生,深入乡村一线,着力解决乡村

振兴中的技术、规划、策略、人才等方面的问题,为 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提供科技支撑,做出教育



贡献。

二、申报条件

百校联百县以项目为实施载体,申 报项目需符合以下条件 :

(一 )项 目以服务乡村振兴为目标,服务对象为省内县 (市 、

区)及 以下政府、企事业单位、村 (组 )或个人。

(二 )项 目包括正在实施中或拟计划开展的,并具有必要的

条件保障。

(三 )项 目内容参照附件 1,项 目类型包括成果转化、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社会咨询等。

(四 )项 目负责人为学校教学、科研、管理人员。

(五 )高校有较完善的科技服务政策制度,能够为项目实施

提供保障。

三、申报要求

(一 )提高政治站位

各高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

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以及省委、省政府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和农业产业强省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等

文件精神,把 乡村振兴作为高校服务湖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内容,把百校联百县作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

措,认真组织实施。

(二 )认真组织申报

1。 各高校要全面梳理脱贫攻坚、对口帮挟、三农服务等

工作情况,积极参与申报项目。

2.项 目申报数量不做限额要求,做到应报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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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各高校填写 《百校联百县——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科

技支撑行动计划项目汇总表》(附件 2),3月 底前连同百校

联百县工作建议 (纸质扫描版、电子版 ),一并报教育厅科

技处 (电子版内容可适当扩展 )。

联 系 人 :焦 阳 ,联 系 电 话 :027-87328022。

由阝  箱 : kjc1215哐 D126。 com。

我厅将对申报项目遴选后予以认定,并正式公布实施。

项目实施情况将作为评估高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的

重要依据,并对成效突出的单位予以支持。

附件:1。 百校联百县——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

动计划重点领域

2。 百校联百县——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科技支撑

行动计划项目汇总表

侈 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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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百校联百县——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科技

支撑行动计划重点领域

1.基础设施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帮 助编制
“
多规合一”

的实用性乡

村规划。积极开展乡村道路、水电气、宽带、入厕等基础设

施建设的研究,帮 助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技术问题和政策

问题。

2.农业产业

围绕湖北省稻米、小麦、家禽牲畜、蔬菜、茶叶、柑橘、

食用菌、小龙虾、中药材等农产品,组织农业生产专家,指

导农产品的种植、养殖,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围绕紧

缺农产品生产、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深加工、农产品全

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十百千万

”工程、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等方面,组织相关专家团队,开展科

技攻关和决策咨询,助推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现代化建设。

3.农村市场

围绕
“一县一品

”、“
一乡一业”、“一业一品

”
等特色发

展,乡 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健康养生、电子商务、

民宿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县 乡村三级物流配送,农产品仓

储保鲜冷链物流,返乡入乡创业园、孵化实训基础建设,农

业跨境电商等方面,组织相关专家团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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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和咨询建议,助力提升农业市场化水

平。

4.种业资源

积极参加国家和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建设、畜禽遗传

改良计划和现代农业提升工程、长江野生鱼类人工繁育驯化

科技攻关和规模化养殖、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等,通过科技创新 ,

提高农业良种化和供给保障水平。

5.乡村旅游

积极参与国家级休闲农业示范县、美丽休闲乡村和湖北

旅游强县、旅游名镇、旅游名村、旅游名街建设,组织团队

帮助地方做好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旅游区详细规划、景观规

划设计、旅游项目可行性研究、文旅品牌打造与推广和旅游

资源普查,开展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保护。

6.乡村教育

积极开展校校共建,组织乡村教师培训、义务支教等活

动,提高乡村教育水平,推动优质高职院校对口帮扶农村地

区职业学校。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设

置相关专业和课程,满足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教育研究 ,

研究提出乡村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7.乡村医疗

发挥高校医学专业和附属医院优势,为 乡镇、农村医生

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定期开展送医下乡活动,帮 助乡镇、

农村建设卫生院 (卫 生室 )。 深化远程诊疗系统建设,发挥

分级诊疗制度优势,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加大全科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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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力度,逐步扩大订单定向本科和高职免费医学生培

养规模。加强乡村医疗研究,研究提出乡村医疗发展的政策

和措施。

8.乡 村文化

创作一批反映农业发展、农村面貌、农民生活特别是乡

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化作品,积极开展
“
送文化

”
下乡活动,

组织高校师生深入农村、贴近农民,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和文化活动,根据需要开设
“
订单班

”,定向培养地方戏

剧、文化专业学生,培养本土文化人才。整合乡村文化资源 ,

动员文化、科普工作者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加强乡村文化研

究,研究提出乡村文化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9.乡村养老和社区服务。

组织社会学、医学、护理学等专业大学生志愿者,深入

农村养老院开展志愿服务,探索农村养老和社区服务模式,

提出农村养老和社会服务相关政策建议。实施高校毕业生基

层成长计划,鼓励毕业生报考大学生村官,帮 助农村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

10.乡 村环境

积极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广农业绿色技术与产

品,开展农业污染关键技术攻关。探索开展校地生态环保建

设试点,发挥大学生志愿者作用,积极参与农村生态环保宣

传教育。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探索建立农村人居环

境建设和管护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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