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务及措施

2017年度

扎实推进公民
科学素质建设

建设科普示范区，实施科普惠民服务工程，创建省级科普惠农示范村100个，创建省级科普示范社区50个，组织开展科技周、全国科普日、科技
三下乡等重点科普宣传系列活动，实施云南省科普宗教院校行，每年选择一所宗教院校建一个校园科普探究室，开展基层双语科普服务能力试点
工作。推动农技协与农函大融合发展，修编农函大培训教材，开展全省农函大辅导教师、教学管理人员业务培训，组织参展农博会，召开农技协
理事会，开展“科普助力精准扶贫 百名专家服务基层”行动计划，助力省科协精准扶贫工作。构建现代实体科普巡展体系，积极争取中国科协
流动科技馆和科普大篷车，大力推进中国流动科技馆云南巡展工作，加大流动科技馆巡展次数和里程，组织全省大篷车开展科普宣传，持续丰富
巡展当地科普资源，完善建立网络化信息传播平台，带动地州可持续科普活动开展。加快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强化网络科普平台传播能力，整
合网络科普资源，继续建设省科协官方微信平台、科普网络书屋、双创云平台及开发测试环境；开展互联网应用开发、开展双创工作、筹建云南
省测绘地理信息平台、科普视窗工程等工作，实现科普网络信息化的全方位发展，加强科普传播原创内容创作能力建设和“互联网+科普”人才
队伍建设，强化信息化科普产品研发。实施青少年科技教育提升工程，整合校内外科学教育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和科研院所、科普教育基
地作用，为青少年进行科学学习、探索提供有利条件，培养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爱好，引导其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逐步具备
运用科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设泛亚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系列活动，组织科技教师培训，参加第32届云南省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强化奥秘品牌推广阵地。

充分发挥科学
普及在经济建
设中的潜力

一是推动产业协同创新，维护产业专家服务团，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智力支撑、围绕产业跨越发展，强化科技服务，助推产业发展。新建院士
工作站2家，新建科技专家服务站6家，解决我省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核心技术。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开展科技咨询和技术创新研
发，加强实用技术人才培训，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按省科协“脱贫攻坚工作方案”要求在挂钩扶贫点发展产业，组织科普专家到扶贫点授课，举
办科普培训班，提升当地特色产业质量和人们生活水平。三是深化对外民间科技交流与合作，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建设，积极参与构建区域互动合作机制，支持参加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四是实施服务产业发展智力支撑行动，开展产业培训和
创新方法培训，开展专利工程师培训，做好项目推广工作，新增80家“企业科协科技信息服务”专利应用企业，完善企业科协组织建设，新建企
业科协25家，广泛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组织专家赴企业调研指导，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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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委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有
力支撑

一是着力建设云南科技创新智库。集成和整合学会等专家资源，构建具有科协特色的智库工作体系，促进形成资源共享、协同推进的科技创新智
库发展格局，包括科技专家人才库建设和专家智库建设等。二是建立健全调研和学术交流成果提炼转化机制，推动完善我省科技决策咨询制度，
打造成我省科技智库精品，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三是提升科技社团献智献策能力，支持学会开展学术交流和调查研究，邀请省内外院士、专
家,举办3场高端前沿学术论坛，形成3个学术交流成果，开展6个专题调研，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四是举办省科协学术年会，每
年与相关州市党委、政府联合举办省科协学术年会，围绕当地经济新常态思考布局，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不断强化自身
建设

积极推进科协系统深化改革。牵头制定改革实施方案，上报省委批准后，有序推进全省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工作；积极推进学会改革创新，有序推
进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工作，推动建立健全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体制机制，提升省级科技社团能力服务创新发展，培育10个社会信
誉好、发展能力强、学术水平高、服务成效显著、内部管理规范的科技社团，强化反邪教组织建设及宣传力度，引领我省科技社团创新发展，促
进我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思想作风优良、勇于改革进取、善于攻坚克难的干部队伍，形成干
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开展省级科协科普干部培训和全省县级科协主席培训，提高县级科协主席、省级科普业务骨干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组织开
展第八届云南省青年科技奖评选，加强农技协建设，到2020年实现100%的乡镇建有农村专业技术协会，80%以上的行政村有科技示范户、科技带
头人、科普宣传员，形成以科技致富能手为主体的农民科普队伍。

经济效益 科普服务促进产业发展，通过科普技术服务促进当地产业发展，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

社会效益
公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全省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处于西部前列，争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之间、内地与边远民族地区居民之
间科学素质差距明显缩小。

社会工作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科普服务受众满意度≥90%。

职责履行
良好

履职效益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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