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  

附件 

 

云南省新时代“银龄农业科技特派员”实施方案
（试行） 

 

根据《云南省新时代“银龄人才万人计划”实施方案》有关要

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聚焦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领域，采取“专家顾问”、柔性引进、

项目合作、旅居康养等方式，参与云南乡村振兴及农业科学研究、

技术研发与推广、创新平台建设等。3 年内引进留用 100 人左右

银龄农业科技特派员，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云南农业科技创

新能力，促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二、实施内容 

（一）人才来源 

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单位（机构）已退休且自愿

到云南基层农业经营主体（用人单位）开展科技创新创业和技术

服务的科技人员。 

单位返聘的已退休人员不纳入银龄农业科技特派员认定范

围。 

（二）资格条件 

1.省内外已办理退休手续人员（其中，省内银龄农业科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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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员须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已办理退休手续），年龄一般不超过

67周岁。 

2.一般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切实能助力基

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企业增盈的其他退休人员。 

3.申报人员必须身心健康，能完整胜任科技特派员 3 年服务

期。 

4.至少服务 1家及以上农业经营主体（企业或合作社），并辐

射带动周边市场经营主体。 

（三）认定流程 

1.各州（市）科技管理部门征集本地区农业科技特派员需求，

报省科技厅汇总。 

2.本人与用人单位一次性签订 3年服务期协议书。 

3.省科技厅参考需求发布申报通知，用人单位进行在线申报，

服务期内不支持多头申报，并经所在州（市）科技管理部门审定。 

4.省科技厅组织评审，经公示后予以认定。 

（四）服务内容 

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试验示范与推广；解决

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开展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查找科技短

板，凝练科技需求等。 

（五）日常服务管理 

1.银龄农业科技特派员参照《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

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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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关键农时、关键节令、关键农事、关键节点在基层一

线服务，注册“云岭农科 110”，开展在线农业技术咨询服务等。 

3.认定有效期内如发生申报单位名称、身体健康状况、社会

诚信、法律责任等变化，用人单位应及时逐级报告。 

4.用人单位应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主动

接受财政、审计以及科技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5.实行全过程绩效管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后续经费安排的

重要依据。 

6.建立退出机制，银龄农业科技特派员按照选派协议及时予

以退出，办结相关经费事项。 

三、工作保障 

（一）经费保障 

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云南省新时代“银龄人才万人计划”实施方案》，每人每年不超过

5 万元的标准。银龄农业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5

万元，经费由省科技厅按年度拨付至用人单位，由银龄农业科技

特派员支配，专款专用。 

（二）支持保障 

1.支持银龄农业科技特派员与用人单位结成利益共同体，在

符合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保障各方科技成果

合法权益。  

2.用人单位负责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生活保障和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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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组织服务期在 6个月以上的银龄农业科技特派员开展 1次常

规体检。 

3.用人单位根据工作方式确定专项经费之外的薪酬待遇，全

职聘用的，用人单位可实行目标年薪制或协议工资制等模式；开

展项目开发和指导服务的，可采取顾问咨询费、专家服务费、协

议薪酬等方式，由用人单位结合实际研究确定。鼓励用人单位承

担随行家属和团队成员相关费用。 

4.支持银龄农业科技特派员组建科研团队，鼓励申报相关省

级农业领域科技计划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