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情况一览表

申报评审工程-林业工程系列经济林及林特产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情况一览表

沧州市沧

州市市本级
单位: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姓名 程勇 性别 男性
出生

日期
1972-05-28

参加工作

时间
1990-10

身体

状况
良好 行政职务 无

现从事专

业
经济林及林特产品

现专

业技

术职

务任

职资

格

工程-林业工程

工程师

取得

时间
2011-12-27

申报评审

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

资格

工程-林业工程

经济林及林特产品

高级工程师

类别 工程类
是否

引进
否 是否破格 否

得分:31.3分

得分排序: 第12名 

推荐排序:第12名

量化

评分

推荐

排名
单位共推荐:12人

单位

性质
事业单位

所在单位

人事部门

电话

03172128895

申报人符合申报评审条件情况

序号 内容

毕业时间 学校 专业 学历程度 学位

2020-07-01
中国农

业大学
园林 大学本科 无学位

1

学历资历

(第一学

历和最高

学历)

取得现任职资格年限 2011年12月通过评审取得；满12年

2 年度考核
取得现有任职资格后，年度考核共6次，其中优秀0次，合格6次，基本合格及

以下0次。何年度优秀：无

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

年限

2011年12月至2023年09月满12年

获现职后

基层工作

年限
3

专业技术

工作经历

(能力)
 

专业技术

工作经历

(能力)情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2022-03~2023-03



况

工作内容：第 14名，参加编写《早脆王枣栽培技术规

程》（DB1309T 160-2023），本标准规定了园地选择、苗木栽植、

花果期管理、土肥管理、修剪等。

起止时间：2022-03~2023-03

工作内容：第14名，参加编写“枣园绿盲蝽性信息素成虫测报及

防治技术规程” （DB1309/T 271—2023），本标准规定了测报方

法、防治技术等。

起止时间：2020-07~2022-12

工作内容：第9名，参加完成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技推广示范项

目“金丝小枣高效栽培新技术推广”，项目下达单位河北省林业

和草原局。本项目推广一种可以有效控制枣树食叶害虫（黄刺蛾、

枣红蜘蛛、枣瘿蚊、枣粉蚧、龟蜡蚧）的农药减施增效新技术。

枣树展叶期是害虫精准施药期，每年用药 1 次可有效控制主要

害虫，将每年控制枣树食叶虫用药次数由常规的 10～12 次减少

为 1次，防效超过 95%，可显著降低用药量和用工成本。经河北省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测，枣果农药残留量符合 GB2763-2014 国家

标准，食用安全。

起止时间：2019-09~2020-09

工作内容：第7名，参加编写“水曲柳嫁接育苗技规（ DB1309/

T237—2020）， 本标准规定了水曲柳嫁接育苗技术的砧木苗培

育、嫁接、嫁接后管理、苗木分级和苗木出圃等。

起止时间：2017-10~2020-09

工作内容：第6选育人，参加“鲜食枣系列优良新品种选育研

究”项目，该项目为沧州市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项目起止时

间为2017年10月至2020年9月，项目下达单位沧州市科技局，项目

编号171203001D，项目资金30万元。 按照选优标准和方法，在大

量的枣资源中初选出10个优良单株，对这10个优良单株的植物学性

状和生物学特性进行详细观测调查，对比分析，选择确定优良性状

表现突出的6个优良单株进入复选，对这6个优良单株进行编号，再

通过评比试验进行综合排名打分，最后选出了1个鲜食枣优良新品

种。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确定为林木良种，建立一套良

种良法栽培技术。

起止时间：2017-01~2019-12

工作内容：第7名，参加完成“沧州滨海区盐碱空间分布与造林植

被配置模式研究”项目，首先以乡村行政地图规划定点，向当地农

民了解本地情况，确定具有代表性的田块，土壤样品采集点位要尽

量均匀，同时用 GPS 在每个取样点进行定位。在该田块中按 0~30

 cm 土层采样；采用“S”法，均匀随机采取 5 个采样点，取土深

度 30 cm，每点次按土壤纵切面取土，5 点次土样混合均匀，留

存 0.5 kg，装袋、编号备用。对样品的采集、分析和化验均由沧

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完成。样品测定分析。从田间采集的土壤样

品，在室内经过风干、磨碎、过筛等处理，然后进行出壤指标的

理化性状测定分析。盐分测定采用重量法，pH 测定采用电导挥

法，区域内造林植被调查对调查点 100 米范围内造林植被进行抽

样调骨，包括种类，生长情况等。

起止时间：2016-07~2018-12



工作内容：第9名，参加完成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

范资金项目“冬枣高效栽培新技术推广示范”，项目编

号：冀TG[2016]012号。项目下达单位河北省林业厅，项目

资金100万元。成果来源于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完

成的“抗裂果枣新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创新与应用（课题编

号1108401）”技术成果。推广的主要技术⑴冬枣常规管理技术

的示范与推广⑵枣树食叶及果实害虫防控新技术示范与推广⑶枣

树愈伤组织害虫防控新技术示范与推广。 我在该项目中主要进

行了实验设计和全程试验数据的调查和记录，培训枣农及企业技

术人员205人次。结果表明使用树干滴注剂防控枣树食叶和果实害

虫，防效达到95%以上，有虫果率低于5%；用药量减少50%；用工成

本减少50%。冬枣产量由由原来亩产1200Kg增加为1400kg。使用果

树伤口愈合保护剂后枣树受害株率2％以下，死亡株率0.5％以下。

 项目建成示范园面积2400亩，新技术可有效控制枣树食叶及果实

害虫，使果树伤口愈合迅速完整，社会效益显著。

起止时间：2015-09~2016-09

工作内容：第6名，参加编写“无核小枣无公害栽培技术规程”地

方标准（DB1309/T 180——2016），本标准规定了园地选择与规

划、育苗、建园、土肥水管理、整形修理、花期管理、主要病虫害

防治等。

起止时间：2015-03~2017-12

工作内容：第9名，参加河北省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

资金项目“枣树花期管理及裂果防控技术推广与示范”，编

号：冀TG[2015]011号，起止年限：2015年3月——2017年12月，项

目下达单位河北省林业厅，项目资金100万元。主要推广成果

为3项：“冬枣新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创新与应用”成果，《枣树

皮暗斑螟综合防治技术规程》（ＤＢ13/Ｔ1706-2013），《红枣

防浆烂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1010589110.8）。 本人

参与了红枣防浆烂剂和枣树皮暗斑螟综合防治技术两项成果的推广

和示范工作，使用果树伤口愈合保护剂后，使甲口愈合率达98%以

上，枣树受害株率控制在2％以下，死亡株率控制在0.5％以下。

使用《红枣防裂防浆烂剂》后，枣树裂果率大发生年份裂果率控制

在20%以内，小年份控制在10%以内（比常规管理减轻裂果30%）。

新技术的综合应用可减少用药次数6次以上，产量提高8%以上。 本

技术的推广不但对减轻防治有害生物造成的环境污染、保护天敌和

维护食品安全贡献巨大，而且生态效益极其显著，应用前景非常广

阔。

起止时间：2013-06~2015-12

工作内容：第6名，参加完成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跨区

域重点项目“冬枣无公害栽培及贮藏深加工技术推广与示范”，获

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第六名）。

该项目为中央财政资金项目，项目下达单位国家林业局。 该项目

中， 我主要负责推广示范区域的选择、组织室内室外培训、编

制冬枣无公害栽培技术手册、试验数据调查等工作。项目共建成

无公害标准化栽培示范园 1282 亩，辐射推广5860 亩。示范园

标准化程度高，平均亩产无公害优质鲜枣 2179kg，在黄骅市国

润食品有限公司建成“冻干脆冬枣生产线”一条，年贮藏加工冬



枣 2 万吨，商品果率达到 95.3%，一级果率达到 67.7%。培训林

果农 5295 人次，印发技术资料 3850 份。

起止时间：2013-01~2015-12

工作内容：第6名，参加完成河北省林业厅下达的林业科技推广计

划项目“优质无核枣新品种‘新星’推广”。本项目依托成果为

沧州市林业局、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共同完成的抗裂果病枣树新

品种的选育，该成果于2009年12月通过了河北省林木品种委员会审

定，定名为‘新星’，编号为冀S-SV-ZJ-010-2009。项目实施过程

中，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等宣传媒体加强宣传。累计发放各类技术

资料1000多份，组织技术培训10余次，技术下乡指导2000余人次。

在青县、献县建立‘新星’示范园356亩，辐射推广2100亩。大树

高接换头成活率92%以上，‘新星’嫁接当年可见果，第三年开甲

后可大量做果，开始进入结果儿盛期。通过项目建设，有效的调整

了我市的枣树种植结构，提高了我市鲜食枣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起止时间：2012-05~2014-05

工作内容：等8名，参加完成“盐碱地引种速生水曲柳研究”项

目，本项目计划自2012年开始至2014年提交最终成果，技术经济

指标为：通过对白蜡嫁接水曲柳的驯化，使其能适应我市的盐碱及

干旱的造林条件；总结出水曲柳在盐碱和干旱条件下的裁培技术及

病虫防治技术；建立10亩采穗圃和10亩繁育圃，繁育苗木10万株。

引种成功后，可结合沿海造林工程和退耕还林等工程，在我市及

周边盐碱地区进行推广，5年后在全市推广0.07万公顷，30年后成

材，可产生优质木材15万立方米，按现在水曲柳价格可产生经济效

益75亿元；同时为我地区绿化提供新的珍贵用材树种，优化生态系

统，改善生态环境，其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起止时间：2009-01~2011-12

工作内容：第4名，参加完成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冀

星冬枣优良品种及优质丰产栽培技术推广”获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

奖三等奖（第四名）。

该项目是中央财政资金项目，项目下达单位国家林业局。 该项目

主要推广2008年通过河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新品种“冀

星冬枣”及其配套的优质丰产栽培技术，项目中我主要负责推广示

范区域的选择、组织室内室外培训、编制冀星冬枣优良品种及优质

丰产栽培技术推广手册、试验数据调查等工作。该项目共建高标准

推广示范园 1700 亩，服务辐射面积1.2万亩。项目建成后，每年

每亩可产优质冀星冬枣2200kg。

特殊专业技术工作经历：无

4 业绩成果 荣誉

2016-02被沧州市林业局评定为嘉奖  排名：排第一  级别：县区

级

2013-04被沧州市林业局评定为嘉奖 排名：排第一 级别：县区级

2017-07被中共沧州市林业局直属单位委员会评定为优秀共产党员

 排名：排第一 级别：县区级

2015-07被中共沧州市林业局直属单位委员会评定为优秀共产党员

 排名：排第一 级别：县区级

2013-06被中共沧州市林业局直属单位委员会评定为优秀共产党员

 排名：排第一 级别：县区级



2022-12被沧州市运河区新桥街社区居民委员会评定为抗疫优秀志

愿者 排名：排第一 级别：乡镇级

获奖

2014-04河北省人民政府颁发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排名：排第

四  级别：省部级  等次：三等奖

2018-05河北省人民政府颁发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排名：排第六

 级别：省部级 等次：三等奖

2012-02沧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科技进步奖 排名：排第五 级别：市

厅级 等次：三等奖

2020-07河北省林学会颁发河北省林业科学技术奖 排名：排第六

 级别：市厅级 等次：二等奖

2018-07河北省林学会颁发河北省林业科学技术奖 排名：排第六

 级别：市厅级 等次：三等奖

2019-06河北省林学会颁发河北省林业科学技术奖 排名：排第四

 级别：市厅级 等次：三等奖

2019-06河北省林学会颁发河北省林业科学技术奖 排名：排第七

 级别：市厅级 等次：三等奖

2019-06河北省林学会颁发河北省林业科学技术奖 排名：排第六

 级别：市厅级 等次：三等奖

2020-07河北省林学会颁发河北省林业科学技术奖 排名：排第六

 级别：市厅级 等次：三等奖

专家称号

项目(课

题)

起止时间：2009-12~2011-12

名称：冀星冬枣优良品种及优质丰产栽培技术推广 编

号：冀 TG[2009]001号

类别：国家林业局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四完成人 下达部门：河北省林业局

起止时间：2013-06~2015-12

名称：冬枣无公害栽培及贮藏深加工技术推广与示范 编

号：[2013]TK 04号

类别：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跨区域重点项目 级别：省

部级

个人排名：第六完成人 下达部门：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

起止时间：2012-05~2014-05

名称：盐碱地引种速生水曲柳研究 编号：1222009

类别：沧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八完成人 下达部门：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起止时间：2016-07~2018-12

名称：冬枣高效栽培新技术推广与示范 编号：冀TG[2016]012号

类别：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六完成人 下达部门：河北省林业厅

起止时间：2017-01~2018-12

名称：沧州滨海区盐碱空间分布与造林植被研究 编号：1709492

类别：河北省林业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七完成人 下达部门：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起止时间：2017-10~2020-09

名称：鲜食枣系列优良新品种选育研究 编号：171203001D



类别：沧州市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六完成人 下达部门：沧州市科技厅

起止时间：2015-03~2017-12

名称：枣树花期管理及裂果防控技术推广与示范 编

号：冀TG[2015]011号

类别：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八完成人 下达部门：河北省林业厅

起止时间：2020-07~2022-12

名称：金丝小枣高效栽培新技术推广 编号：冀TG【2020】010号

类别：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九完成人 下达部门：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起止时间：2013-01~2015-12

名称：优质无核枣新品种‘新星’推广 编号：201301177

类别：林业技术推广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六完成人 下达部门：河北省林业厅

起止时间：2015-09~2016-09

名称：无核小枣无公害栽培技术规程 编号：DB1309/T

 180——2016

类别：地方标准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六完成人 下达部门：沧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起止时间：2019-09~2020-09

名称：水曲柳嫁接育苗技术规程 编号：DB1309/T 237——2020

类别：地方标准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七完成人 下达部门：沧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起止时间：2022-03~2023-03

名称：枣园绿盲蝽性信息素成虫测报及防治技术规程 编

号：DB1309/T 271-2023

类别：地方标准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十四完成人 下达部门：沧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起止时间：2022-03~2023-03

名称：早脆王枣栽培技术规程 编号：DB1309/T 160-2023

类别：地方标准 级别：市厅级

个人排名：第十四完成人 下达部门：沧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专利

授权公告日：2020-04  专利号：冀  S-SV-ZJ-016-2019

专利类型：植物新品种权 专利来源：原创

排名：第八完成人 转换情况：在沧州市林科所建立示范

园30亩，平均亩产919.9kg；在青县司马庄建立示范园15亩，平

均亩产901.1kg；在黄骅市寺东建立示范园15亩，平均亩

产923.6kg，受到当地百姓的高度赞扬。

其他业绩

5 论文著作

论文：

发表年月：2013-01

论文名称：提高嫩枝扦插成活率需注意的事项 个人排名：排第一

字数：无 刊号(ISSN)：1002-3356

刊物名称：河北林业科技 刊物级别：一般期刊

主办单位：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河北省林学会



发表年月：2015-03

论文名称：早熟梨枣的产业化生产 个人排名：排第一

字数：无 刊号(ISSN)：1002-3356

刊物名称：河北林业科技 刊物级别：一般期刊

主办单位：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河北省林学会

著作：无

6 破格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