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技创新半年工作总结 科技创新工
作总结(模板5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
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科技创新半年工作总结篇一

一年一度的常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申报活动于9月29日结
束，为使我校今后的申报活动更加顺利，现对今年的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做以下总结：

1、按照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要求，项目开展需要经历以下
过程：

（1）确定申报项目、组员、指导教师

（2）制定研究计划、确定任务分工

（3）搜集资料、图片

（4）设计问卷或实验计划

（5）发放问卷、现场采访交流

（6）问卷数据分析、采访材料整理

（7）分工撰写研究报告

（8）完善研究报告设计封面、报告内容修改、排版等



（9）填写申报材料。

2、我校本次项目研究共分为2个时间段：

（1）周末时间，学生外出发放问卷、现场采访。

（2）第2节晚自习在机房搜集资料、设计问卷、数据分析、
报告撰写等。

（3）学生平时作业多，为了统一管理，因此我们让学生带作
业来机房，中途不回教室或宿舍，在机房完成作业和项目阶
段内容。

一方面，今年常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申报截止时间比往
年早半个月左右，且由于项目开展时间短、缺少沟通渠道，
大多数项目的学生暑假中并没有按要求开展项目研究，许多
项目都是在本学期开学后才开始。另一方面，本次，我校共
有23组项目参加常州市申报，比去年增加5组，但是辅导教师
缺乏（正常情况下，为保证项目研究的质量，一个教师最多
可以辅导3组项目），因此，整体项目开展的时间比较紧迫。

1、下一届青少年创新大赛的开展时间要提前：

我们建议在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后，开展项目研究专题讲座，
指导学生如何开展项目研究。在新高二放暑假前，由指导教
师选拔部分优秀项目，并指导学生利用暑假，搜集资料、问
卷、图片等素材，并作相关资料整理。高二开学后，利用在
校时间开展报告撰写。

2、适当增加辅导教师

近年来由于参与学生人数逐步增多，因此，信息组教师不足
以应对。此外，部分学科教师，由于职称需要，也希望适当
参与。因此，我们建议学校能够统筹规划，建立相关组织和



制度，让其他有需要的教师也能参与辅导。

去年，我校组织18组项目申报常州市比赛，17组获奖，其中，
市一等奖5组。在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现场答辩阶
段，我校有2组获得省一等奖、2组省二等奖、1组省三等奖的
辉煌成绩。我们相信，在学校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北郊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定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科技创新半年工作总结篇二

xxxx年预计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36.1亿元，比增20%，
占gdp比重1.73%;预计全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960件，增
长18.5%，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3.62，比去年提高17.5%;高
新技术企业净增18家、累计达108家，新增科技小巨人领军企
业22家、累计达61家，新增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家、累计
达31家，新增省级重点实验室2家、累计达6家，提前超额完
成xx市“十三五”高新技术企业100家、科技小巨人领军企
业50家、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0家的目标任务。

1、实施项目带动，推动产业技术创新。通过实施科技项目加
强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指导和组织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重点支持机械制造、有色金属、光电、新材料、
节能环保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中产业关联度大、带动作用强的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xxxx年争取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118项
获取经费补助3539万元，实施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及奖励补
助5500万元，实施6个奇迈基金项目补助经费234.8万元，带
动企业研发投入1.3亿元，新增产值10.5亿元。开展企业研发
投入分段补助政策，xxxx年度企业研发投入预补助1117万元。
实施科技创新工程包，8个项目完成投资额2.12亿元，完成年
度任务130%。大力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建立我市科技服务
业培育库，现有54家企业入库培育，完成xxxx年全市服务业
发展“三比一看”竞赛培育2家的目标任务。



2、实施脱贫攻坚，推动科技强农惠民。开展了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专项行动，选派47名专业技术人员前往
长连武3个重点县29个乡镇开展科技服务，推动农村科技创新
创业和精准扶贫。开展科技帮扶到户，组织农村实用技术培
训班18期，培训贫困户1318人，安排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
指导120多人次，建立7个县级科技帮扶示范点，每个示范点
选派1名科技人员、2万元示范补助经费，编印发放《xx市脱贫
攻坚战役科技帮扶到户实用技术手册》1万余份，通过科技典
型示范带动引导各县贫困户掌握种养技术，推动贫困村、贫
困户脱贫。精准帮扶连城县姑田镇中堡村及39户贫困户，支
持中堡村集镇农贸市场、光伏发电、生态养牛、绞股蓝种植
加工等脱贫项目建设，协助完成10户贫困户造福工程易地搬
迁、13户贫困户集中安置住房，实现7户稳定脱贫、17户脱贫。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省科技厅认定175名省级科技特派
员、1家法人科技特派员服务xx市，并补助每位省级科技特派
员每年2万元工作经费，组织申报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20项
和星创天地建设补助1项合计350万元。

3、实施生态环保攻坚，推动天蓝地绿水清。实施国家科技惠
民工程，开展水土流失生态修复、大气污染治理设备制造、
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等科技攻关，全省
首个国家科技惠民项目“九龙江北溪流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技术应用示范”通过验收，组织实施了“含铜酸性污水循环
利用与资源化处理关键技术”、燃煤电站用管式湿式电除尘
技术、燃煤烟气高温除尘脱硝超低排放一体化技术与装备研
发项目研究。

1、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举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培训辅导，
制作高企优惠政策宣传动漫，建立高新技术企业重点培育库，
现有198家企业入库培育。制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企业
形式审查表》，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细化为4大
类31项审查条款，方便企业通过形式审查。xxxx年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净增18家、总数达108家，兑现龙氟化工等35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770万元，5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
得税优惠政策减免额1.26亿元、增长15%。

2、大力培育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新认定市级科技小巨人领
军企业24家，新认定省级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22家、总数
达61家。xxxx年全市有57家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
策，加计扣除额1.96亿元、增长22.5%，15家省级科技小巨人
领军企业享受加计扣除奖励253.5万元；28家科技型企业申请
省创新券补助214.9万元。

3、大力培育与引进科技创新创业人才。认真实施我省“海纳
百川”高端人才聚集计划和人才强市战略，引进和培育一批
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其中，2人入选第三批国
家“计划”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1人入选科技部科技创新
人才推进计划科技创新创业人才，4人入选xx省“百人计划”
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组织推荐15名第三批xx省科技创新
创业领军人才，评选出8名市级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征集17家
重点企业高层次人才需求。

1.培育区域创新平台。支持xx国家级高新区、厦龙山海协作
经济区、xx国家级农业园、武平省级高新区和连城省级农业园
等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上杭县工业园创建省级高新区。

2.建设产业技术研发平台。加强与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对接
合作，牵头制定出台了《xx市加快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发
展九条措施》，重点推动市、县属领军企业、骨干企业、创
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级、省级产
业技术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
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xx省应急救援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获省科技厅批复，新增2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新增2
家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总数达6家；新增4家省级企业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总数达31家。xxxx年，对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
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7家新上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兑现奖



励700万元。

3.搭建“创新创业”平台。新增7家市级众创空间、总数达
到24家，新增2家省级众创空间、总数达10家，推荐龙腾新创
等5家省级众创空间申报国家级众创空间，新增1家国家级星
创天地、总数达4家。举行xx市第四届创新创业大赛，70家初
创型和成长型企业参赛，其中27家企业进入省复赛，1家获得
省二等奖、8家获得省优胜奖，正德光电进入国家电子信息行
业总决赛取得优胜奖并获得优秀企业称号。成功举办了“双
创在xx”走进xx主题活动，引起中央和地方26家新闻媒体深入
报道，充分展示了xx创新创业成果，提升了xx创客群体知名
度和创新影响力，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热潮。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张志南同志对此作出了重要批示。

4.建设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开展xx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共享调研，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服
务。xxxx年5月25日xx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正式上线
运行，我市作为省平台的二级平台，目前可提供开放共享的
仪器单位共9家、仪器设备总台套数为131台套，仪器设备主
要有分析、计量、工艺实验设备、物理性能测试仪器等类别，
涵盖了化学、材料科学、食品科学、农学、力学、环境科学
及资源科学、药学、生物学、色谱光谱等学科领域。

科技创新半年工作总结篇三

2020年预计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36.1亿元，比增20%，
占gdp比重1.73%;预计全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960件，增
长18.5%，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3.62，比去年提高17.5%;高
新技术企业净增18家、累计达108家，新增科技小巨人领军企
业22家、累计达61家，新增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家、累计
达31家，新增省级重点实验室2家、累计达6家，提前超额完
成xx市“十三五”高新技术企业100家、科技小巨人领军企
业50家、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0家的目标任务。



科技创新半年工作总结篇四

1.实施项目带动，推动产业技术创新。通过实施科技项目加
强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指导和组织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重点支持机械制造、有色金属、光电、新材料、
节能环保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中产业关联度大、带动作用强的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020年争取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118项
获取经费补助3539万元，实施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及奖励补
助5500万元，实施6个奇迈基金项目补助经费234.8万元，带
动企业研发投入1.3亿元，新增产值10.5亿元。开展企业研发
投入分段补助政策，2020年度企业研发投入预补助1117万元。
实施科技创新工程包，8个项目完成投资额2.12亿元，完成年
度任务130%。大力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建立我市科技服务
业培育库，现有54家企业入库培育，完成2020年全市服务业
发展“三比一看”竞赛培育2家的目标任务。2.实施脱贫攻坚，
推动科技强农惠民。开展了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
持专项行动，选派47名专业技术人员前往长连武3个重点县29
个乡镇开展科技服务，推动农村科技创新创业和精准扶贫。
开展科技帮扶到户，组织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18期，培训贫
困户1318人，安排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120多人次，建
立7个县级科技帮扶示范点，每个示范点选派1名科技人员、2
万元示范补助经费，编印发放《xx市脱贫攻坚战役科技帮扶到
户实用技术手册》1万余份，通过科技典型示范带动引导各县
贫困户掌握种养技术，推动贫困村、贫困户脱贫。精准帮扶
连城县姑田镇中堡村及39户贫困户，支持中堡村集镇农贸市
场、光伏发电、生态养牛、绞股蓝种植加工等脱贫项目建设，
协助完成10户贫困户造福工程易地搬迁、13户贫困户集中安
置住房，实现7户稳定脱贫、17户脱贫。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省科技厅认定175名省级科技特派员、1家法人科技特派员服
务xx市，并补助每位省级科技特派员每年2万元工作经费，组
织申报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20项和星创天地建设补助1项合
计350万元。3.实施生态环保攻坚，推动天蓝地绿水清。实施
国家科技惠民工程，开展水土流失生态修复、大气污染治理



设备制造、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等科技
攻关，全省首个国家科技惠民项目“九龙江北溪流域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技术应用示范”通过验收，组织实施了“含铜酸
性污水循环利用与资源化处理关键技术”、燃煤电站用管式
湿式电除尘技术、燃煤烟气高温除尘脱硝超低排放一体化技
术与装备研发项目研究。

科技创新半年工作总结篇五

**市科技特派员工作开展一年多来，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
部门配合、科技人员积极参与的格局，通过开展此项工作，
科技成果在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实践中得到了有效地转化，
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全
市广大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基本情况

通过精心组织，严格考核，共选派26名科技人才作为科技特
派员，充实到龙头企业、骨干产业、农业生产的前沿阵地。
今年，全市科技特派员开展技术培训200多次，培训农民4万
人次，发放技术资料4万份，推广新技术28项，引进新品种20
个，吸收农村劳动力5000人，创建专业协会10个，帮助3000
个农业家庭实现人均收入近4000元，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达
到15%以上，科技特派员的自身经济效益也得到大幅度提高。

二、主要作法

（一）加强领导抓保障。

该市成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订了**市《关
于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了开展科技特
派员工作的指导思想，规定了科技特派员的选派程序、选派
对象、服务内容及服务地点，确定了工作目标和任务，提出
了保障激励措施以及组织管理机制等。



（二）选人员抓队伍。

选派好科技特派员，是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首要环节，也
是关键环节，它直接影响工作开展的效果。该市在开展特派
员工作时对专业技术人员，寻找科农的结合点，实行双向选
择。首先根据该市水稻、畜牧、水产、林果等发展的实际需
要，选择一批具有较高素质、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作
为下派人选，然后让他们与农业企业、专业大户直接见面，
实行双向选择。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通过双向选择，提高
了科技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也提高了科技服务成效。对农村
乡土人才，既看自身效果，更看带动意识。

（三）多轮驱动抓实效。

一年多来，通过基地示范带动、技术培训推动、促进农业结
构调整、利益xx联动、招才引智促动，把特派员工作搞得扎
扎实实，特派员真正成为农村科技播种人，成为先进生产力
的代表者，促进了科学技术与农村经济紧密结合，推动了农
村经济的发展。

一是基地示范带动。全市每个科技特派员根据当地资源优势
和产业优势，结合自己特长，重点抓一个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在基地建设中，大量引进先进适用技术、优良品种，给当地
老百姓做好示范，并发挥带动作用，加快了农村科技推广和
普及，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一年多来，科技特派员在
全市共建示范基地15个，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共计12
项(个)。科技特派员xx创建生态鸭养殖，规模达到2万只。他
引进鱼鸭稻混养模式，引进樱谷桃鸭、绍兴麻鸭、本地麻鸭
等优良品种，年获利近30万元。xx先后通过免费提供种鸭、提
供技术、提供销路等形式，在周边地区发展了养鸭专业户800
户。

二是技术培训推动。为满足广大农民对科技的渴求，科技特
派员们活跃在田间地头，采取现场讲解、示范指导、入户面



授、集中培训等形式，把科技渗透到千家万户，使农民在最
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先进的农业适用技术，培育和造就了一大
批乡土科技人才，出现了一大批种植大王、养殖能手和种养
专业大户。特派员张正军对高湾村养牛农户进行培训，解决
了农户养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让农户掌握了肉牛养殖的技
术，使该村基本形成养殖肉牛的专业村。实践证明，哪里有
科技特派员，哪里的农村科技工作就得到更快地发展。

三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推动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科技特派员大多从事农牧业高产、高效、特色种养经营，创
办了较大规模的示范基地，这本身就是农牧业结构调整，并
为农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同时，通过他们对
周边农牧民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带动了更大范围的调整。据
调查，科技特派员带动调整种植面积达1万亩以上，带动高产
高效养殖牧户150多户，实现经济收入达70万元以上。

四是招才引智促动。科技特派员发挥自身优势，招才引智，
大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特派员吴选全同志，是该市的水
稻专家，他去年指导麦套稻产业发展，在小河镇建立“麦套
稻展示基地”。麦套稻的引进，对该市水稻产业的发展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全市麦套稻种植面积已发展
到500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