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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时 “ 奶山羊工业试验
” 研完项 目取得成功的技 术路线分析 认为

,

技术上的

综合措施是 完成项 目的前提
,

有效的联合是保证项 目的关键
,

多方面 结合是 完

成项 酬勺有效措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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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5年春
,

我省承担了国家计委和农业部联合下达 的
“
建成我国奶山羊良种繁育摹

地及奶品加工技术的工业性试验
”

.

( 以下简称
“ 奶山羊工业试验

” ) 项 目
。

三年来
,

.

在

项目参与者的通力协作下已完成了既定的住务
:
在 试 点 县建成了良种繁 育

、

饲 草 饲

料
、

疫病防治
、

乳品收购加工 4个体系
,

完成了 23 个开发课题的研究
。

省
、

部级鉴定 一

致认为
:

本项 目
“
选题设计合理

,

技术路线正确
” , “ 其规模之 大

,

效益之高在国内同

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

为我国奶山羊基地建设和开展工业性试验提供了一套完 整 的
、

模

式
,

·

建议在全国推广
。 ”

这项试验分别获得农业部和省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
。

笔者认为
,

本项 目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

与我们在实施中正确 执 行 了 “ 综

合、 联合
、

结合
”
的技术路线有关

。

这条路线可供类似项 目及综合性研究借鉴
,

故拟略

加论述
。

.

l 综合是完成项 目的前提

1
。

1 奶山羊生产的复杂性和多环节性决定了奶山羊科技工作的综合性

畜牧业生产的对象 是生物
,

而生命活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运动形式
。

作为畜牧业生

产一部分的奶 山羊及其饲草饲料作物
,

又生长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之中
。

它们从生到

死的生育周期
,

严格按朋自身运动规律变化
,

一

要求环境能严格按其需要
,

有节律地提供

所需要的条件
。

但自然环境条件又有其自身运动规律 (如季节交替
、

气候变化
、

天然灾

害等 )
,

这就形成很多矛盾
。

而且
,

所有这些规律都在不断变化
, 表现为 宏 观 的 “

方
同 ,, 与微观的

“

小异
” (例如

,

五木气象要素在各年各季大体相同
,

但此年此月此 日出

现的情况很难在彼年彼月彼 日重现等 )
。

这就形成了奶山羊生产的特殊复杂性
。

因此
,

本文于 1 9 8 9年 2月 2。日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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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育指标及最终产品是一种综合效应
。

奶山羊生产的这种综合效应使作用于奶山毕生

产的各项技术和措施之间产生密切相关
,

即互相促进
、

互相制约
、

互相衔 接
、

互 相 补

而还尝
。

这种高度综命性

不能指望采取某 ` 二
票齐终项三率试验项目蜘笋户垫娜暴俨

活运甩寿种技术措施
,

项技术猎施取得重大成效犷在采用某哪技术
、

推广某项成果时
,

必须考虑其他措施的综
.

2 奶山羊生产及

可对终项措妙妙
过纷夸朴

:

纷性苗
乳

要求料攫甘妞士作翔 . 镶缺化
、

整体 化的规 体

和整分合原则翻

农牧生产
,

是人类 娇力转化为实现农牧业产品的

过程
。

它涉及多种资源
、

多种生物
。

既包括自然再生产
,

又包括经济再生产 ; 是复杂的

综合性生产
。

奶 山羊生产亦不例外
。

以奶山羊良种繁育体系
、

饲草饲料体系
、

疫病防治

体系
、

乳品加工体系建设和开发性研究为主要内容的
“
工业性试验

” 项 目
,

既有农牧业

生产的内容
,

又有工业项 目的内容
,

还有科研推广的内容
。
其综合性显得更强

。

因此
,

要搞好这项工作管理
,

就要树立综合观点
,

遵循系统化
、

整体化的规律
:
把项目看成一

个动态系统的整体
,

在实施对项目管理时
,

坚持
“ 整分合

”
原则

。

即首先对项目从整体

上进行充分了解
,

系统分析
,

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大系统的目标
、

方寒和总体要求
。

然后

科学分解
,

把试验项 目这个大系统分解成若干小系统
, 把这个母系统分解感若 干 子 系

统
,

把这个整体分解成若千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和要素
。

确定各自的目标
、

方案
、

人员
、

措施 f 进度
,

充分发挥不同层次
、

不同科技单位的优势
。

·

明确分工
,
协作攻关

` 丫
最后认

真综合
。

项目各子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

并把自己的工作作为整体的一部分
,
按照

各自的计妊完成任务
。

对各部分所取得的结果进行认真研究
、

综合
、

去粗取精 , 进行组

装
、

配套
,

这就完成了
“
项 目

” 规定的任务
。

在这里 , 有分有合
,

但分解是关键
。
分解

企确
,

分工就合理
,

任务才明确
。

马克思指出
,
分工协作出生产力

。

协作是么分工为前

提的
。

遵循这个原则就会防止吃大锅饭
,

促进多出成果
,

多出效益
`

.

2 有效的联合是保证项目实施的关键
“
奶山羊工业性试验

” ,

目标明确
,
时限严格

,

任务相当繁重
。

它涉及到多部门
、

多学科
、

多因素
、

多类人员
、

多种体制
、

多种变化着的情况
,

这就造成了它的复杂性和

难控性
。

特别是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下
,

只靠某个领导单位下达命令
,
或某几个人说几句

话是根本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

为了在项 目规定 的很短时限内完成住务
,

就要求 把 多 部

门
、

多学科
、

多类人员联合起来、 采用正确的技术政策
,
使其钾自的积极性得到发挥

,

这是保证项目实施的关键
。

之
.

! 乡学科联合

奶山羊科学的发展与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
,

有两种趋势
.
其一是向纵深发展

,

科学

越分越细
,

研究工作不断深化
。

只有这样
,

才能从微观上揭示奶山羊的自身运动规律 ,

其二是向整体发展
,

横向综合
,

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宏观控制
,
促进奶山羊发展

。

西北农

业大学的专家学者们
,

一

在从事奶山羊研究的 40 余年中
, 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
,

取得
’

了

重大进展
。

一些地县科研人员在一些学科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

我们抓住这个有

利条件 , 把这些学科联合起来
,

从不同角度共同研究奶山羊发展中的羡键技术问题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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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果在生产上尽快应用
。

.2 2 不同部门的联合

试验项 目任务繁杂
,

参加的部门很多
:

行政有中央
、

省
、

地
、

县及村镇
, 工作范围

有科研
、

教学
、

推广
、

生产及管理部门 ; 业务上既有农牧部门
,

也有 工 业
、

计 划
、

财

政
、

科技等部门
。

在工作中
,

我们力求把这些部门联合起来
,

做到有钱出 钱
,

有 物 出

物
,

有人出人
,
有策献策

,

共同搞好工作
。

2
.

a 科研
、

生产联合

当前在我国农村逐步建立起来的科研生产联合体代表着更为先进的科技生产管理组

织形式
。

我们的试脸项目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
,

力求把科研
、

生产联合在一起
,

既出成

果
,

又促生产
。

总之
,

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繁重 的任务
,

必须搞大协作
,

组织多方面力量联

合作战、 然而
,

要实施有效的联合和协作
,

就必须做到统一计划
、

科学分 工
,
明 确 目

标
,

落实任务
,

各负其责
,

论功行赏
。

而要达到后一目的
,

就要在管理上坚 持 封 闭原

则
,

即在对项 目的整体内容进行科学分解后
,

就要明确各自的工作 目标
,

并把具体任务

落实到单位和个人
。

要求指挥中心
、

执行部门分别与监督部门及接受单位形成闭环回路

控制
。

执行部门必须坚决执行指挥中心的决策
,

有关部门还要监督执行
,

不允许执行部门

与指挥中心唱对台戏
。

同时
,

又要求接受单位与反馈部门及时将执行情况反馈给 指 挥 中

心
,

指挥中心应鼓励他们提出不同意见
,

允许他们与自己唱对台戏
,

以便对自己的决策

不断修正
、

完善 , 从而做到各司其职
,

各负其责
。

对于尽职尽责
、

功绩卓著者要给予应

得的奖励 ; 对于失职误事者
,

则应追究责任
。

笔者认为
“ 试脸项 目

” 只能实行这种封闭

管理
,
而不能实行不负责任的

“
大敝口

” 管理
。

3 多方面结合是完成项目的有效措施

3
.

, 试脸项 目的研究工作应以开发研究为主
,
实行开发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

试验项 目主要是把现有技术和成果应用于生产
,
研究工作主要是科研成果在推广中

的配套技术方面的开发研究
。

围绕着这个方向
,

研究工作立足于为当地
、

当前服务
,

为

项目服务
,

为生产服务
,

为市场服务
,

把阻碍奶山羊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作为 主 要 课

题
。

为了有技术贮备
,

使项 目实施中有后劲
,

也开展 了一些应用技术研究
。

但没有把与

项 目无关的
、

属于奶山羊科学本身需要研究的课题列入
。

这样以来
,

就把科研与生产紧

密结合起来
。

科研人员深入生产第一 线
,

把研究重点放在基层
,

使实验室
、

实脸场
、
农

村基点研究连在一起
。

为了鼓励科研人员定向研究
,
衡量试验项 目研究成果主要似解决

生产上关键问题的多少
,

促进奶山羊发展
、

取得经济效益的大小
,

完成项目任务要求的

时限和程度为标准
。

在这里还要特别强调重视进行技术组装人的工作
, 鼓励在组装中配

套
。

a
.

2 “
试脸项 目

”
的技术工作应以推广为中心

,

实行试脸
、

示范
、

培训
、

推广 相 结合

既是 “ 试验
” 项目

,

就要试验
,

就要探索
。

但要求在生产上短斯内见效
,

就必须使

现有技术和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

这就要把国内
、

国外能用于本项目并能较快取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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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技术尽快应用于生产

。

本着以推广为主的原则
,

我们从诸多的技术中选探声先进的

适用技术
”
进行配套

,

形成一整套有效的措施
。

在进行这一工作喻 ,赞挂惫处理好试
脸

、

示范
、

培训
、

推广的关系
。

一
-

.
- · 、 、 , 一 ` 、 、

于

一
_

新技术 ` 。

成果的推广一定要坚持
“
一切通过试验

”
的原则不只要是没有十分把握

,

就要进行适应性试验* 通过试验
,
取得经验

,

摸索出技术
、 ,

成果应用于生产的方法
。

·

奶

山羊生产受多种因子影响
。

研究时
,

一般在控制其他因子条件下进行单因试孩
` ’

然而在

生产上应用时
,

其他因子就不是可控的
,

单因试验得来的结果就要耍猪丢
.

咧女的
,
在捶耕

其他因子时得到某项技木促进饲草增产
,

一 `

而在生产上应用时
,

其他因子已不可控了
,

用

试验中的增产数据推论生产中的增产数就不准确了
。

这就需要进行较大范围的 生 产 试

范
,

通过试范做出样子
,

可较真实地看到某项技术应用于生产的情况
。

如果在拭验
、 ,

示

范中看到了明显效果
, 、

就有通过举办培训班二 现场会
、

影视 { 声像
、

讲座等多种形式
,

培训是够数量的不同层次
、

不同部门需要的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犷然后普通推广
。

由徽

可以春出试验
,

.

示范
、 ·

培刀)l
、

推广的关系是 、 通过试验
,

成得经验
,
认

通过示范
,

·

做出样

子 , 通过培训
, ·

把技术交给生产者
;

卜

通过推广
,

、

达到增产增值的最终目的矿 叹
: :

J

.
,

升
一

充分发挥专业人城角作侨丫
,

实行专家
、

科技人员
、 二

生产人斑相结合
一

`

一 “
试验项目

”
专业性强

,
在我省又是第一次

,
·

役有成功的模式可循
。

,

因此
,

珍借并

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奋
-

- -
-

一食
;

- .
.

首先是老专家的指导作用
。

我豹这个项目以全国著名蓄牧专家常英瑜总蓄枚师
,

著

名奶山羊专象封荫武教授犷著名乳品专家骆承库教授作顾向
,

以高级畜牧师张冀权作主

曹
。

这些专家教授德高望童
,
造诣很深于是我们技术上的靠山和后底

二

我们充分发挥了

他们的作用
。

其次是中年科技人员的骨干作用
。

这些伺志年富力强
,

既育“ 定的理论水

平
,

又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

他们是项目的主要执行者
。

项目开展三年来
,

不少科研教学

单位的中年科技人员深入实际
,

开展研究
,

做出
、
了熏鲜贡献

。
有的何志擎吐录赞年累月工

作在第一线
,

他们都是项目的骨干
。

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

使

他们的积橇性继续得侧充夯发抵
一 , 一 丫 、 一

_

;
·

气 、 挤

向时还婪对青年科枝人员不断培训提高
,

使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犷发挥真
三接 班 作

用
,
并要住意调动生产者钓主观能动性

, ,

使其主动地为完成项目的任务而工作
。

要做到这个结合
,

就要按照能级原则
,

按照不同层次的能级要求将专业结构
、

年龄

结构
、

职称层冻
、

学术水毛
一

业务能力调 整合理
。

同时做到知人善任
,

因才施用
,
考核

得当
,

使其各尽其能`
·

一 _ -

一
.

吞
.

4 妞化对项 目钧甘理
,
实行行映方法

、

经济方法和科举的思想方法相结合
-

对子少奶山羊工业性伏验挤 这样重要的科技项 目要不要实施严格的科技管理
,

似无

异议、 但实际士并非女毗
、 `

有的同志认为
,

项目具体执行者是科研人员
, 只要他们很好

工作就行了 , 有的管理部们把封这个项目的管理视同“ 般的行政管理
,

认为只要分分经

费
,

催催进度就行了 , 更有甚者
,

有的管理部门
,

对其所承担的任务管而不理
,

对
“
项

目燕 采取轻率的态度 , , 些管理人员
·

, 把自己当成
“
万金油 ” , 一

满足了 声迎来送往
,

布

! 会场 ” , ,

凉却了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

-

` 形成以上向寇的原因是多方面魄
一

其中与我们有的部门或领导没有充分认识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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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

不承认或不完全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
。

管理这样的项目需要科学
,

不能把科

学的管理和具体的科技工作放在同等地位有关
。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
,

我们实施了以下科

学管理方态
-

二
:

.

几
- 一 、

-

一

( 1) 行政方法不可忽视
。

列宁指出
: “

要指导几百人
,

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 同 工

作
,

最严格地
、 ;

无条件地服从统一 的意志是绝对需要 的` ”
.

(列 平 翘集下第 三 卷 第

52 0 ~ 52 1页 ) 管 理 本身 就带有权威性
。

没有一定的权威和服从管理功能是无 法 实 现

的
。

我们所开展的
一

“
试验项目 , 是国家下达的住务

,
一

伪寸保证此项任务的完成
,

管理部

门就需要利用行政手段
,

对科技部门下达计划
、

指标
、

任务
,

甚至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

因此
,

科学的行政方法是动员大家为完成统一任务的重要手段
,

是实现整体目标的必要

条件
,

是保证我们的工作沿着国家规定的轨道健康向前发展的必要方法
。

它的意义和作

用必须肯定
,

那种低估
、

忽视甚至否定行政方法的思想和作法是很错误的
。

( 2) 经济方法不可缺少
。 “
管理中的经济方法 ,

、

其实质是贯彻物质利益原 则
,

贯 彻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
。

在不影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经济手段
,

调整经济

关系
,

调动科技单位及个人的
,

积极主动性
,

为完成规 定 任 务
,

达到既定 目 标 而 努

力
。

除精神鼓励外
,

利用物质奖罚
、

福利
一

、

工资
、

职称晋升调整关系
,

调动积极性就是

很好的经济方法之一
。

一些单位也这样做了
。

他们把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紧密 结 合 起

来
,
把权

、

责
、

利结合起来
,

效果很好
。

但从总体讲
,

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

(3 )科学的思想方法非常重要
。

要 以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为指导
,

坚持实事求

是
,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

在方法论上要坚持全面的观点
,

在思想方法上切 忌 片 面

性
、

绝对化
,
在工作作风上

,

防止一刀切
,

瞎指挥
。

要看到全貌
,

不能
“ 只见一斑

” ,

不能
“
不识庐山真面目

” 。

要管好项 目
,

既要突出重点
,

又要顾及全面 多 既要 考 虑 当

前
,

还要考虑长远 , 既要重视研究
,

更要重视推广 ,
`

既要重视
翰

水平
,

更要强调经济

效益
。

不可鼠目寸光
,

也不可好高鹜远
,
不可固步自封

,

也不可妄自菲薄
。 .

总之
,

奶山羊工业试验项目的技术路线可以概括为
:

综合协调
,

灵活选用各种技术措施
,

做好技术的综合
、

组装
、

配套 , 实行多学科
、

多部门
、

多
’

类人员的联合以及科研生产的联合多 实行以开发研究为主的开发研究与应用

研究结合
,

以推广为中心的试验
、

示范
、

培训
、

推广结合
,

实行专家
、

科技人员
、

生产

人员结合
,

行政的经济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思想方法结合
,

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
,

按照项目的自身运动规律管理项目
,

促进出成果
、

出人才
、

出效益
。

实践证 明
,

这

条技术路线是正确的
,

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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