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1 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08 年2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5 第 3卷 总第渊016冤 期2008 年10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1 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08 年2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2 第 4卷 总第渊019冤 期2009 年4月

目。

玉环县科协在科普内容和载体上的创新，扩大了科普的受众面，科普受众人数增加了 30 000 人，

进一步营造浓郁的科普氛围、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收到了良好的科普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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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衢州市科协：“三车”惠“三农”科普显活力

“科普大篷车”为农村学生展示精妙的科普展品；“信息大篷车”为农民传授最新农业科技知识；

“文化大篷车”以生动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科普知识。在衢州，科普知识乘上了信息、文化、科普三

台大篷车，一起进山村、走学校和入农家，传播文明，倡导科学。这是衢州市科协推出的以“三车”

为载体、开展农村科普工作的新模式，在全省首开先河，得到了上级领导充分肯定和各界群众广泛好

评。

“三车”惠“三农”农村科普新模式是衢州市科协于 2008 年 10 月底在全市范围内推行的，截止年

底，已累计发放水产、柑桔、生猪、医药等各类科普资料 4 万多份，开展现场农技培训 20 多场，科普

文艺演出 6 场次，接受农民技术咨询 5 万多人次，帮助农民解决农业技术问题 500 多个。其主要做法

如下

（一） 整合资源。长期以来，衢州市面向农村开展科技服务的资源分属不同部门。科普大篷车归属

科协系统，内有光、电、热等科普展品 20 多套，同时随车配置各类科普书籍；农技 110 信息大篷车全

省只有衢州和丽水各配 1 辆，归属农业部门，车内有电脑 10 多台，并可随时上网查寻信息；文化大篷

车分布于全市各县 （市、区），归属于文化部门，随车配有一支精干的文艺宣传工作队伍，可提供各类

文艺节目。平时，“三车”均单独行动，形式单一，内容单薄。为有效挖掘科普资源，拓展科普平台，

衢州科协积极创新思路、主动沟通衔接，将现有“三车”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了融信息、科普、

文化于一体的“三车”惠“三农”农村科普运作新模式。

（二） 上下联动。在整合硬件资源的同时，市科协上下联动，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开展软件科

普资源的开发。对下，着力发挥县 （市、区） 和乡镇 （街道） 等基层科协组织作用，通过信息反馈、

专题汇报、科技工作者建议等渠道，及时掌握不同时期农民对各类科技知识的需求情况。在此基础上，

编印各类科普书籍，邀请相应技术专家，排练相关科普文艺节目等，随“三车”深入农村开展科普活

动。对上，积极与国家和省科协加强联系，了解最新科普动态、科技信息，及时添置各类最新的科普

书籍、展品、展板等，着力丰富科普内容，提升科普宣传档次。

（三） 精心组织。为确保新型科普模式取得实效，具体工作中切实做到了“三到位”。一是事

前准备到位。结合文化、农业、卫生等部门的工作安排，以及各县 （市、区） 科协的要求，认真

研究制定工作计划，确保“三车”顺利对接，工作开展正常有序；在开展具体活动中，综合群众

需求、活动地需要以及上级有关要求，认真制定活动实施方案，详细安排工作议程，确保活动顺

利实施。二是事中监督到位。一方面主动协调“三车”开展科普活动，组织科技工作人员现场开

展科技咨询工作。同时，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做好活动现场的秩序维护、人员调配等工作，

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三是事后总结到位。每个活动结束后，市科协都会及时召开工作会议，

听取各方面人员的情况汇报，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征求意见建议，为下一步工作更好地开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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