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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组织开展

“农业专家八闽行”活动的通知

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各设区市农科院

所、农业学校，省农科院成果转化处、福建农林大学社会服务处、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省农

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会依托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和省委、省政府的工

作部署，决定组织开展“农业专家八闽行”活动，继续选派一批

农业专家进村入企到户开展农业科技咨询、培训和指导服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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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示范推广，为促进我省特色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一、总体要求

从省内农业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各级农技推广机构中，

选派1200名以上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农业专家下沉到10000个以上

建制村，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点对点、面对面为农

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种养大户提供技术服务，加快农业

“五新”进村入户到田，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

二、重点任务

（一）围绕粮油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开展技术服务。大力推进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以技术集成推广为抓手，以主要

作物和主产区为重点，组织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到企，开展优

质高产水稻、两薯、鲜食玉米、花生、蔬菜、水果、茶叶、食用

菌、畜禽、水产等新品种示范推广，以及高性能农机、高质高效

生态种养等新技术和装备展示应用，加快良田、良种、良机、良

法、良技有效融合。在春耕备耕、“三夏”“三秋”生产等关键农

时，通过线上培训、在线答疑、远程诊断等方式，及时帮助农民

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全年接受培训农业生产经营与服务主体、小

农户 100 万人次以上。

（二）紧盯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聚焦主导

产业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 7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16 个农业科技创新专业联盟、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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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对接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农业产业强镇以及“一村一品”

示范村，推行“农业高校或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示范基地+

生产经营主体+农户”组织模式，开展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效增产模

式先试先用，打造一批标杆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培育一

批科技示范主体，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三）聚焦产业发展技术卡点提出解决方案。各地要结合当

地实际，聚焦单产提升、良种选育、高效种养、疫病防控、农机

装备、生态农业、智慧农业等领域，发布一批农业产业发展亟需

解决的技术需求“榜单”，推动农业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团队与基

层农技推广团队联合“揭榜挂帅”开展农技服务，共同破解生产

技术难题。各农业专家团队要经常进村入户到企，实地调查产业

发展技术卡点和堵点问题，总结凝练成农业科研攻关选题和项目，

确保科研选题从生产中来、从需求中来、从市场中来，让科研成

果到生产中去、到企业中去、到农户中去，有效破解科研与生产

脱节问题。

（四）立足乡村产业绿色发展打造示范样板。各地要充分利

用农业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技术指导，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化肥控量增效和农药减

量控害，因地制宜推广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利用模

式、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建设一批农业绿色发展

科技集成示范村镇，推动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带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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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

三、组织保障

（一）选派农业专家。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

业农村局负责选派本辖区农业专家 1000 名，其中福州市 100 人、

厦门市 20 人、莆田市 60 人、三明市 160 人、泉州市 120 人、漳

州市 110 人、南平市 140 人、龙岩市 140 人、宁德市 140 人、平

潭 10 人。每个省级产业技术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专业联盟选派专

家不少于 10 名。省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选派专家人数自行确定。

（二）做好对接落实。各级各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做好协调

对接工作，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农业专家八闽行”活动顺利开

展。各县（市、区）要立足产业发展需要，发布当地技术需求“榜

单”，主动组织开展技术供需对接，让农业专家进村入企服务更加

精准，真正做到科技帮扶到户到人。

（三）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

深入挖掘科技人员服务基层典型事迹，及时宣传报道各地好经验

好做法，为农业专家下乡服务营造良好氛围。

请各地各单位（体系、联盟）于 3月 31 日前将选派的农业专

家名单（见附件 1）汇总报送厅科教处；每季度末向报送“农业

专家八闽行”活动情况（见附件 2）和农业科研攻关选题征集表

（见附件 3），并推荐 2个以上典型案例。

联系人：厅科教处 林诚怡；电话：0591-8780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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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fjnytkjc@163.com。

附件：1.福建省“农业专家八闽行”选派专家名单

2.福建省“农业专家八闽行”活动统计表

3.2025 年农业科研攻关选题征集表

4.福建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名单

5.福建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6.福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

7.福建省农业产业强镇名单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2025 年 3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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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农业专家八闽行”选派专家名单

填报单位（盖章）：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联系电话
服务乡镇、村企数量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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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农业专家八闽行”活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主要内容 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

科技服务
对接情况

选派农业专家人数（人）

对接服务的乡镇、村数量（个）

对接服务的生产经营和服务主体数量（个）

开展科技
服务情况

建立科技示范基地数量（个）

推广农业“五新”数量（项、个）

科技示范带动人数（人）

科技示范带动数量或面积

举办培训期数、人数（人次）

开展技术咨询等服务（人次）

发放技术资料（份）

主要成效 取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情况

宣传报道

省级以上主流媒体报道

市、县级主流媒体报道

各类新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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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5 年农业科研攻关选题征集表

技术攻关

选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单位、职务/职称）

技术需求

概述

（描述具体技术难题或发展瓶颈，研发内容，说明期望解决的技术壁垒，预期目标

等，限500字以内）

时限要求
（预估技术完成时限）

推荐联合

研发单位

（推荐具备解决该技术需求能力的相关单位）

备注：每项技术攻关选题填写一张表格



— 9 —

附件 4

福建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名单

序号 现代农业产业园

1 安溪县现代农业（茶业）产业园

2 平和县现代农业（蜜柚）产业园

3 古田县现代农业（食用菌）产业园

4 建宁县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

5 福鼎市现代农业（茶业）产业园

6 漳平市现代农业（乌龙茶、盆栽花卉）产业园

7 永春县现代农业（芦柑、农作物种业）产业园

8 漳浦现代农业（蝴蝶兰、蔬菜）产业园

9 福清市现代农业（鳗鲡、生猪）产业园

10 惠安县现代农业（甘薯、蔬菜）产业园

11 浦城县现代农业（水稻、油菜）产业园

12 诏安县现代农业（青梅）产业园

13 清流县现代农业（豆腐皮）产业园

14 光泽县现代农业（茶业）产业园

15 政和县现代农业（茶业）产业园

16 武平县现代农业（果茶）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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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现代农业产业园

17 连城县现代农业（地瓜）产业园

18 寿宁县现代农业（茶业、猕猴桃）产业园

19 长汀县现代农业（河田鸡、槟榔芋）产业园

20 云霄县现代农业（枇杷、蔬菜）产业园

21 永泰县现代农业（蛋鸭、李梅）产业园

22 松溪县现代农业（茶业）产业园

23 宁化县现代农业（薏米、河龙贡米）产业园

24 延平区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

25 屏南县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

26 新罗区现代农业（生猪、优质肉禽）产业园

27 将乐县现代农业（畜禽）产业园

28 德化县现代农业（畜禽）产业园

29 松政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

30 永定区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

31 柘荣县现代农业（茶业）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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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福建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1.武夷岩茶产业集群

2.福建珍稀食用菌产业集群

3.闽西禽蛋产业集群

4.福建“福九味”中药材产业集群

5.福建肉鸡产业集群

6.福州茉莉花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7.闽南乌龙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8.福建红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9.福建白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0.福建百香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1.福建柑橘(不含柚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2.福建葡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3.福建蜜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4.福建枇杷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5.福建龙眼荔枝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6.闽东北高山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7.闽东南高优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8.闽西北早春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9.福建生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20.福建大黄鱼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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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福建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

序号 特优区名称 品种（类） 区域范围

1
武夷山市武夷岩茶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乌龙茶 武夷山

2
建瓯市建瓯笋竹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笋竹 建瓯市

3
福鼎市福鼎白茶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绿（红、白）

茶
福鼎市

4
蕉城区宁德大黄鱼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海水养殖

产品
蕉城区

5
平和县平和蜜柚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亚热带水

果
平和县

6
安溪县安溪铁观音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闽南乌龙 安溪县

7
连江县连江鲍鱼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海水养殖

产品
连江县

8
龙岩市福建百香果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百香果 龙岩市

9
福州市茉莉花茶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绿茶 福州市

10
古田县古田银耳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特色食用

菌
古田县

11
福安市福安葡萄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葡萄 福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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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优区名称 品种（类） 区域范围

12
长乐马铃薯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蔬菜

江田、古槐、文武砂、文

岭、漳港、湖南、梅花、

潭头等乡镇

13
福清设施蔬菜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蔬菜

江镜、港头、三山、高山、

沙埔等乡镇

14
闽侯橄榄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亚热带

水果

白沙、鸿尾、竹岐、小箬

等乡镇

15
罗源秀珍菇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特色

食用菌
起步镇、西兰乡

16
闽清橄榄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亚热带

水果

梅城、梅溪、东桥、雄江、

云龙等乡镇

17
永泰芙蓉李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落叶水果 全县范围

18
芗城天宝香蕉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热带水果 天宝镇、石亭镇、浦南镇

19
龙海荔枝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亚热带

水果

九湖、程溪、颜厝、浮宫、

白水、双第、东泗等乡镇

20
龙海水仙花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花卉 九湖镇

21
漳浦大葱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蔬菜 赤湖镇

22
云霄枇杷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亚热带

水果

和平、下河、火田、莆美

等乡镇

23
云霄波纹巴非蛤福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海水养殖

产品
列屿镇、陈岱镇海区

24
诏安青梅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亚热带

水果

红星、太平、官陂、霞葛

等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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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优区名称 品种（类） 区域范围

25
平和琯溪蜜柚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亚热带

水果
全县范围

26
平和白芽奇兰茶福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闽南乌龙

崎岭、霞寨、九峰、秀峰、

长乐、大溪、芦溪、国强

等乡镇

27
南靖白背毛木耳福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特色

食用菌
靖城镇、丰田镇

28
南靖麻竹笋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笋竹

山城镇、龙山镇、金山镇、

船场镇

29
南靖兰花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花卉 南坑镇、山城镇

30
南靖巴戟天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道地药材

和溪镇、山城镇、丰田镇、

龙山镇

31
长泰芦柑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柑橘 岩溪、陈巷、枋洋等乡镇

32
漳州台商投资区双孢蘑菇福

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特色

食用菌
角美镇

33
晋江胡萝卜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蔬菜 东石、深沪、安海等乡镇

34
南安龙眼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亚热带

水果

洪瀨、康美、梅山、码头

等乡镇

35
安溪铁观音茶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闽南乌龙

感德、剑斗、龙涓、西坪、

虎邱等乡镇

36
永春芦柑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柑橘

湖洋、五里街、岵山等乡

镇

37
永春佛手茶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闽南乌龙 玉斗、苏坑等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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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德化油茶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油茶

水口、赤水、上涌、浔中、

雷峰、杨梅、春美等乡镇

39
三元早熟蜜桔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柑橘 莘口镇

40
永安莴苣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蔬菜 小陶镇、大湖镇

41
清流花卉苗木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花卉

龙津、嵩溪、林畲、温郊、

嵩口、田源等乡镇

42
宁化河龙贡米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稻谷

河龙、安远、水莤、中沙、

城郊等乡镇

43
宁化薏米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道地药材

石壁、淮土、城南、水莤、

安远等乡镇

44
建宁杂交水稻种子福建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稻谷

溪口、里心、濉溪、黄坊、

溪源等乡镇

45
建宁莲子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道地药材

濉溪、均口、黄埠、客坊

等乡镇

46
建宁无患子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道地药材

濉溪、溪口、里心、均口

等乡镇

47
泰宁杂交水稻种子福建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稻谷

朱口、下渠、开善、上青、

杉城、大田等乡镇

48
泰宁有机鱼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淡水养殖

产品
大金湖区域内

49
尤溪黑木耳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特色

食用菌

洋中、汤川、西滨、联合、

梅仙等乡镇

50
大田高山茶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闽南乌龙 屏山乡、吴山镇

51
仙游文旦柚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亚热带

水果
度尾、大济、赖店等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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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城厢龙眼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亚热带

水果
华亭镇、东海镇、灵川镇

53
涵江枇杷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亚热带

水果

芦镇、白沙镇、新县镇、

庄边镇、大洋乡

54
延平奶牛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草食动物

峡阳、来舟、西芹、夏道、

大横、南山、炉下、水南

等乡镇

55
延平百合鲜切花福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花卉

王台、峡阳、西芹、炉下、

南山、塔前、茫荡、大横、

来舟、樟湖等乡镇

56
建阳桔柚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柑橘 全区范围

57
邵武肉牛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草食动物

拿口镇、卫闽镇、洪墩镇、

沿山镇、下沙镇

58
建瓯北苑贡茶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闽北乌龙 小桥、东峰、南雅等乡镇

59
建瓯锥栗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非木质利

用产品

水源、龙村、川石、玉山、

吉阳、顺阳等乡镇

60
顺昌海鲜菇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特色

食用菌

郑坊、埔上、双溪、洋口

等乡镇

61
浦城灵芝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特色

食用菌

管厝乡、忠信镇、仙阳镇、

富岭镇

62
光泽白羽肉鸡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禽类 全县范围

63
松溪绿茶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绿（红、白）

茶
茶坪乡、渭田镇、祖墩乡

64
政和白茶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绿（红、白）

茶

铁山、东平、澄源、镇前、

杨源等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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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政和笋竹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笋竹 全县范围

66
新罗福建百香果福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百香果

大池、红坊、白沙、小池

等乡镇

67
新罗笋竹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笋竹 小池镇

68
上杭槐猪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特色猪

太拔、稔田、白砂、茶地、

庐丰、中都、下都等乡镇

69
武平福建百香果福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百香果

中山、民主、城厢、十方、

象洞等乡镇

70
武平富贵籽(朱砂根)福建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道地药材 全县范围

71
长汀河田鸡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禽类 全县范围

72
长汀油茶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油茶

濯田、大同、古城、新桥、

馆前、童坊、河田、南山、

四都、涂坊、策武、三洲、

铁长、庵杰、宣成、红山、

羊牯等乡镇

73
连城红心地瓜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甘薯 文亨镇、莲峰镇、林坊镇

74
连城白鸭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禽类 北团、文亨、隔川等乡镇

75
漳平水仙茶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闽南乌龙

南洋、永福、双洋、新桥、

溪南、赤水、象湖、吾祠、

灵地等乡镇

76
漳平杜鹃花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花卉 永福镇

77
蕉城天山绿茶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绿（红、白）

茶

霍童、赤溪、洋中、七都、

八都、九都、飞鸾等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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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蕉城大黄鱼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海水养殖

产品
三都镇、飞鸾镇、漳湾镇

79
古田银耳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特色

食用菌

城东、城西、大桥、吉巷

等乡镇

80
屏南黑山羊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草食动物 寿山、代溪、双溪等乡镇

81
周宁高山云雾茶福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绿（红、白）

茶
浦源、玛坑、七步等乡镇

82
寿宁葡萄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葡萄

凤阳、南阳、平溪、武曲、

清源等乡镇

83
福安葡萄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葡萄

赛岐、下白石、溪柄、松

罗、湾坞、溪尾、晓阳等

乡镇

84
福安坦洋工夫红茶福建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绿（红、白）

茶
全市范围

85
福安穆阳水蜜桃福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落叶水果 穆阳、穆云、康厝等乡镇

86
福安大弹涂鱼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海水养殖

产品

湾坞镇、下白石镇、甘棠

镇、赛岐镇

87
柘荣太子参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道地药材

城郊、乍洋、东源、宅中、

富溪、黄柏、楮坪、英山

等乡镇

88
福鼎白茶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绿（红、白）

茶

点头、白琳、磻溪、管阳、

太姥山等乡镇

89
福鼎槟榔芋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蔬菜

贯岭、叠石、管阳、前岐、

点头、佳阳等乡镇

90
福鼎桐江鲈鱼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海水养殖

产品

山前、桐山、桐城、贯岭、

前岐、点头、白琳、佳阳、

龙安、店下、沙埕等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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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霞浦海带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海水养殖

产品

下浒、北壁、海岛、三沙、

东吾洋、官井洋、盐田港

等乡镇

92
霞浦紫菜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海水养殖

产品

三沙、沙江、长春、海岛

等乡镇

93
霞浦海参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海水养殖

产品
溪南镇、下浒镇、沙江镇

94
长乐设施蔬菜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长乐设施

蔬菜

古槐镇、鹤上镇、猴屿乡、

玉田镇、潭头镇、文武砂

镇、梅花镇、文岭镇

95
永春岵山荔枝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岵山荔枝

岵山镇、蓬壶镇、达埔镇、

石鼓镇、吾峰镇、五里街

镇、桃城镇、仙夹镇、东

平镇、东关镇、湖洋镇、

外山乡

96
仙游枇杷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枇杷 书峰乡

97
秀屿鲍鱼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鲍鱼 南日镇、埭头镇、平海镇

98
漳平永福高山茶福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永福

高山茶

以永福镇、官田乡为主，

辐射新桥镇、南洋镇、溪

南镇、双洋镇、赤水镇、

拱桥镇、象湖镇等乡镇。

99
永定早熟芋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永定“六月

红”早熟芋

仙师镇、城郊镇、金砂乡、

湖雷镇、陈东乡、大溪乡

100
连城铁皮石斛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铁皮石斛 揭乐乡、文亨镇、林坊镇

101
连城兰花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连城兰花 连城县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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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武平紫灵芝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武平

紫灵芝
武平县全区域

103
大田美人茶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大田

美人茶
大田县全区域

104
永安蜜柑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特早熟

温州蜜柑

小陶、洪田、罗坊、安砂、

上坪等乡镇

105
清流溪鱼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清流溪鱼

林畬、嵩溪、余朋、沙芜、

赖坊、灵地、李家、田源、

嵩口、龙津

106
南靖金线莲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金线莲

山城镇、丰田镇、和溪镇、

书洋镇、船场镇、南坑镇

107
云霄下河杨桃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下河杨桃 下河乡、马铺乡

108
长泰番石榴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番石榴 武安镇、岩溪镇、陈巷镇

109
华安坪山柚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坪山柚

新圩镇、沙建镇、华丰镇、

高车乡

110
顺昌芦柑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芦柑

仁寿镇、洋墩乡、埔上镇、

高阳乡

111
邵武中药材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中药材产

业
邵武市全区域

112
邵武竹业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全竹家居

用品、竹工

艺品、餐橱

用品

邵武市全区域

113
浦城丹桂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浦城丹桂

南浦街道、河滨街道、仙

阳镇、石陂镇、水北街镇、

永兴镇、富岭镇、临江镇、

莲塘镇、万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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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寿宁高山茶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高山茶 寿宁县全区域

115
福鼎栀子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栀子 福鼎市全区域

116
古田油奈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油柰

城东、城西、凤埔、平湖、

吉巷、大桥、凤都、泮洋

117
屏南高山花菜福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高山花菜 岭下、双溪、棠口、甘棠

118
霞浦蜜柚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晚熟蜜柚

沙江镇、盐田乡、溪南镇、

长春镇、松城街道、松港

街道、三沙镇、牙城镇、

崇儒乡、水门乡

119
福鼎四季柚福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四季柚

前岐镇、佳阳乡、桐城街

道、店下镇

120
柘荣茶叶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茶叶 柘荣县全区域

121
平潭甘薯福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甘薯

君山片区中楼乡、芦洋

乡，海坛片区岚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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