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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区 ”科 技 人 员 扶 贫 记

“王老师，你来太好了！我们种菜就缺技

术。”菜农们见到他经常这样说。每当此时，

他就深切地感受到，农民是多么需要科技。

他就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王

朋成研究员。

2014 年，王朋成响应“三区”人才支持计

划，被选派到宿州市埇桥区进行技术援助服

务。两年多来，他发挥自身瓜菜生产技术优

势，不言辛苦，把科技的力量带到每一片服务

的热土上，用脚印和汗水在棚间地头书写着

科技助农扶贫的新篇章。

王朋成在走访和服务中思考到：农民获

取新技术的渠道较少，生产中遇到的实际技

术问题不能够及时得到咨询和解决，这或许

就是农民对科技需求迫切的主要原因。

他想：“只有加强技术培训，为他们建立

信息咨询平台，才能有助于农民改变被动的

生产现状，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于是，王朋成开展了集中技术讲座 21

次，棚间地头现场指导 102 次，培训农民 535

人次，组织农民互学互看，快速普及了瓜菜新

技术。

灰谷镇八张村赵忠富说：“我以前种大棚

蔬菜只是凭经验管理，通过王老师的培训和

指导，我变成了种菜的明白人，懂得怎样科学

施肥、科学防治病虫害。2015 年，按王老师

传授的技术，蔬菜田增施生物菌肥、秸秆有机

肥、化肥配方施用等，每亩蔬菜大棚节约化肥

20kg 以上、多收入 780 元，全家 18 亩蔬菜田

一年少施化肥近 400kg、多收入 1.4万元。”

王朋成为了方便农民技术咨询，借助信

息化手段，依托“安徽省蔬菜技术产业体系”

“安徽省瓜菜集约化育苗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等平台，建立了“农民—专家”手机微信沟通

群，不仅专家增加到 16 人，而且咨询内容范

围扩大到市场经济信息、产品保鲜储存和销

售、新型生产资料等，农民参与 200 多人，每

天有 70多条信息交流，有效解决了农民对技

术的需求。

农户西寺坡镇光明村丁四化这样说：“王

老师帮我们铺了一条科技信息路，发条短信

给专家，生产问题得解决，大棚种菜不再难。”

安徽
王朋成：用脚印汗水在棚间地头书写扶贫故事

王朋成（左一）

沉默的昆仑是一片可以让人渴望漂泊的

心有所停靠和归宿的地方，它是一座可以让

许多大学生有志青年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的

第二故乡。在这座山上有一位干部，他在业

务工作上有创新和钻研精神。

有人说他傻，是由于他在接受各种工作

时，不知道与人讨价还价，不在乎个人得失。

正是由于愚、痴、傻组成了他诚实的品格和顽

强的个性，在全师的畜牧工作中取得了一项

又一项突出的成绩，深受领导和群众好评。

他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师畜牧中

心的冯兆喜。

冯兆喜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被分配到

十四师一牧场工作。走上工作岗位后，凭着

农村娃子的忠厚老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

良种推广上取得了突出成绩。

他在种羊人工授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全师建立供精配种站 11处，输精点16个，每

年配种羊32600多只，受胎率95%以上，2008年

起负责全师畜牧发展和疾病防治工作的重担。

经统计：自冯兆喜 2005 年进垦区养羊场

以来，不到 3 年时间，共免疫注射生羊 88300

只 次 ，密 度 100% ，治 病 4800 只 次 ，治 愈 率

95%，人工授精配母羊 128200只次，调教采精

种公羊 40多只，受胎率 95%以上。

他帮助场里制定了《生羊防疫制度》《生

羊免疫程序》《种羊生产工艺流程》等 10多项

技术管理制度。自己抽时间撰写了《种羊调

运中的问题及对策》《浅谈种羊运输应激综合

征及防治措施》《仔羊黄白痢的防治要点》等

六篇论文及技术材料，为指导全区养羊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负责全区一年两

次畜禽疫病监控、安排指导工作。他带出两

个兽医徒弟，目前，两名徒弟能单独治病、防

疫和人工授精，成了他得力的帮手。

2014 年底，冯兆喜光荣地出席了全师科

技特派员大会，被评为先进科技特派员，受到

十四师的表彰。

因为冯兆喜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坚守岗

位、不求名、不图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

心想着为老百姓谋福利，如今是好多十四师

科技特派员学习的榜样。

畜牧发展步伐在加快，未来等待冯兆喜

的将是什么？是责任？是使命？抑或是鲜

花？反正羊圈是钻熟了，什么时候都是为群

众养羊事业服务，他习惯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冯兆喜：扎根昆仑钻熟羊圈的好兽医

冯兆喜

贫困户巫林荣从科技特派员高允旺手里

接过林下种竹荪的政策补助款 8000 元，脸上

笑开了花。巫林荣说：“高老师不单是科技特

派员，还是我们农民致富的引路人。”

在高允旺的指导下，巫林荣种了 10 亩林

下竹荪，每亩增收 1750 元。尝到甜头的他这

段时间又忙着寻找明年种植林下竹荪的地

块，准备再种 30亩。

高 允 旺 ，福 建 省 顺 昌 县 大 历 镇 经 管

站 干 部 ，高 级 农 业 经 济 师 。 他 扎 根 山 区

基 层 32 年 ，研 发 利 用 竹 屑 替 代 木 屑 生 态

栽 培 竹 荪 新 技 术 ，率 先 研 发 林 下 栽 培 竹

荪获得成功。

与竹荪结缘起于菌农对种好竹荪的无限

渴望。早在 2001 年，大历镇就有不少农户开

始种竹荪，销路不错但产量极低。

“我一定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难题”。高

允旺一头扎进了对竹荪种植高产问题的探

寻。目前，他每年推广应用竹荪栽培新技术

种植面积 3 万多亩，亩增收 600 元，为农民增

收 1800万元。

2014 年以来，福建省科技厅按照科技部

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了“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科技人员专项计划行动，高允旺被选派任顺

昌县科技特派员。南平市在此基础上组织优

秀科技特派员担任“科技扶贫专员”，2015

年，他被市里作为南平市第二批省级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跨县被选派到浦城

县壕村乡任“科技扶贫专员”。

浦城县和顺昌县一样，都是原中央苏区

县，福建省 23 个贫困县之一。到浦城县不

久，高允旺就通过举办培训、示范户引领、合

作社“抱团”等方式，采取“科特派+项目+基

地+平台”的运作模式，使菌农很快掌握了竹

荪高产种植的技术。

浦城县三下乡水门村雷公桥村民王槐荣

说：“同等投入，按照高老师传授的技术，今年

种 3 亩竹荪，亩产 170 斤，比往年增加 30 斤，

增收 2300 元，技术就是钱这话真没错，我们

农村就需要这样的技术人员！”

除了上门送技术，高允旺还利用农村赶

集日作为固定服务日，开设了“科普超市”，与

农民面对面沟通把脉，有效地解决农户在生

产过程遇到的难题。

双脚踩在田埂上，眼睛盯在市场上，高允

旺把好技术传给村民们，竹荪飘香了，村民们

腰包鼓起来了。

福建
高允旺：双脚踩在田埂上 眼睛盯在市场上

高允旺（左三）

定西市是典型的西北干旱贫困地区，所

辖七县区均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农艺师罗有

中，2014 年从科研单位走向渭源农村，以一

种崭新的模式开启了他的高效扶贫之路。

为了攻克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他经常蹲田

间地头、进科技讲堂、深入实验室，挑灯夜战、埋

头耕耘，破解生产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扶贫

案例，为西北干旱贫困区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扶

贫摸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2016年被定西市

委市政府评为优秀科技特派员。

罗有中从2014年的“三区”工作开始就着力

组建科技团队，与1500家骨干农户建立了对接

联系，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三区人才＋农

户”的产业扶贫科技团队，他们与贫困农民打成

一片，指导基地农户使用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

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为马铃薯种薯的

标准化种植及病虫害防治提供科技支撑，带动当

地2500余户农户户均增收5000多元。

甘肃 70%的作物面积和 60%的粮食产量

集中在雨养旱地。如何通过高效用水生产技

术，有效发挥旱地资源的生产潜力，是令很多

人关心的事。

自 2014 年以来，罗有中从青海、河北、湖

北等地引进马铃薯新品种和蚕豆新品种进行

抗旱丰产试验研究，分别在渭源五竹、安定西

川、陇南宕昌、兰州榆中等地进行多点适应性

试验，这些品种可应对干旱挑战，马铃薯和蚕

豆的产量均得到大幅度提升，抗旱优良品种

的扶贫增收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科技扶贫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

环节掉链子都会影响到百姓收入的增加，罗

有中深知科技攻关的极端重要性。

经过 2015年 3—6月份的艰苦努力，罗有

中依靠大量的科学测试和生物培养研究以及

操作方法的改进，终于解决了瓶苗污染和生

产效率低的技术难题，劳动生产效率大幅提

升，规模化生产的优质脱毒苗给优质种薯的

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罗有中心系农村、一心为民，用一腔赤诚

传播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展示了当代科研人

员的风采。

甘肃
罗有中：与贫困农民打成一片的科技特派员

罗有中(左一)

邓荫伟工作近40年，一直在贫困山区、林

区的科研一线，开展经济林良种选育与丰产

栽培试验示范推广，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

脚踏实地、勇于创新，带领研究团队和学生为

贫困山区农民群众指导银杏、油茶、金花茶的

繁育和丰产栽培的示范与推广工作,默默地在

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

邓荫伟是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4 年被选派为“三

区”科技人员、广西壮族自治区贫困县科技特

派员。

他通过采取技术培训、推广良种与试验

示范的形式，在桂北地区龙胜、资源、全州、灌

阳、平乐、恭城等县推广应用新技术，建立早

实丰产辐射林 11.26 万亩，油茶良种苗圃 173

亩，培育良种苗木 1250 万株，近三年（2013—

2015 年）新增销售收入 5200.55 万元，新增利

润 3828.96万元，其技术为桂北乃至全国大规

模发展油茶产业做出了示范样板。

同时，邓荫伟积极开展油茶采穗圃的营

建工作，2013 年在广西兴安县慧丰油茶开发

公司，对建立的 5亩采穗圃加强抚育、施肥及

修剪工作，使采穗圃获得高产。

2014 年 6 月组织专家现场查定，平均亩

产有效穗芽达 46.73万个，比国内同级采穗圃

年产 35万个提高 33.51%、比一般采穗圃提高

4.0 倍，5 亩采穗圃，年产穗芽 233 万个，年产

值达 11.65万元，实现了营建林木良种采穗圃

的早期高产高效，为我国林木良种化规模化

早期高产打下坚实基础。

近 5年，邓荫伟先后主持完成了“桂北油

茶良种繁育和早实丰产组装配套技术研究与

示范、金花茶苗木规模化培育技术研究与应

用、桉树林下金花茶栽培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科研项目，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发表论

文 16篇，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成果 5项，培训

技术人员 800多人。

这些成果的推广应用创效益达 7200 多

万元，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一

体化的充分发挥。

广西
邓荫伟：山林送油茶 丰收富桂北

邓荫伟

麻江县，是贵州省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

师廖优江的出生地，也是他开始从事蓝莓引

种研究和推广的地方。

他自 2013年调离麻江后，2014年受聘为

麻江县蓝莓产业首席科技特派员，2015 年作

为“三区”科技人员在麻江县开展蓝莓种苗培

育与栽培技术服务工作，2016 年在贵州省

“万名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中担任麻江

县“万名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服务团团

长、科技特派员、麻江县龙山镇科技副职。

到麻江县报到后，廖优江便在龙山镇长

住下来。为了解蓝莓产业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他周末经常加班，先后到 10 个村、5 个合

作社、20 多个蓝莓种植基地和 2 家蓝莓事业

单位走访调研，收集了大量信息。

廖优江借助在研的贵州省重大科技专项

“山地蓝莓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和省地

县科技合作计划项目“蓝莓栽培技术体系创

新与推广示范”等科研项目的实施，开展了不

同地类土壤 pH 值调节、虫害生物防控、不同

浓度石硫合剂在蓝莓上施用、不同修剪方式

及强度、不同肥料及用量等试验示范，引导种

植户科学管理。

通过他主持的“有机蓝莓标准化栽培技

术研究”项目实施，他集成了有机蓝莓生产应

用技术，主持制定了 3项技术规程，并经黔东

南州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审定，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发布为黔东南州地方标准。2016 年

麻江县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企业/合作

社有 19家，认证面积为 597公顷。

培训和指导是科技人员向生产者传授技

术最直接的办法。在近一年的服务时间里，

廖优江通过亲自授课和邀请专家授课共培

训、指导 270 人次，并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

随时随地接受咨询，深受种植户欢迎。

廖优江很少待在办公室，而是把田间地

头作为工作场所，身体力行“三区”科技人员

职责。问及下步打算时，廖优江说：“在山区，

贫困多因耕地少、缺乏农业耕作技术和劳动

技能，虽然产业刚成形、效益刚显现，但存在

的问题还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如何实

现既有机又丰产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难题，是

我接下来的努力方向。”

贵州
廖优江：做致富“领头雁”麻江蓝莓进万家

廖优江

沙地房村是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县洗马

林镇西北部最边远的贫困山村。

高华山是张家口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一

名推广研究员，她通过2014、2015两年的精心

帮扶，使该村农民学会了科技种植棚室蔬菜，

每户仅科技种植绿色蔬菜就增加2800元。

根据该村实际情况，高华山针对性地进

行科技帮扶，以求解决多年生产中存在的实

际问题。通过和村民代表座谈沟通，她研究

决定从以下几方面解决：品种引进改良，番茄

引进朝研 299-5、艾美、朝研欧旺、改良欧盾、

爱吉 106 、爱吉 112、格雷等；架豆引进泰国

架豆王、荷兰 1 号；辣椒引进迅驰、安驰等抗

病、优质、高产新品种；马铃薯引进脱毒微型

薯；玉米引进密植抗倒伏高产的费玉 3 号等

新品种。通过倒茬轮作、使用生物菌肥等科

学办法，解决同一块土地连年种植同一种作

物存在的重茬问题。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植保方针，提前预防病虫害。为提高该

村农产品的品质，增施有机肥、生物菌剂努力

达到绿色产品标准。

从古到今该村农民祖祖辈辈都是在自家

院里和地头整地起畦撒播，间苗。有合作社

本来多年露地种植番茄、辣椒，从 2010 年开

始发展设施蔬菜种植辣椒番茄，但因为缺乏

技术指导，发展缓慢。

高华山通过多方求援，从各地市争取扶

贫穴盘、育苗基质，手把手教，通过两年指导

农民终于学会了穴盘育苗，大大提高了秧苗

的成活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番茄、辣椒定

植后的产量和品质。

在农民开春育苗之际高华山还利用农闲

进行全村村民大培训，同时给农民发放单位

团队编写的《图说寒区芹菜优质高效栽培新

技术》等科技丛书和简明实用的小册子。

为使帮扶工作起到示范带动作用，高华

山 提 供 番 茄 品 种 朝 研 299-5 等 优 良 品 种

60000粒进行品种对比试验示范，筛选出适合

当地气候的品种有朝研 299-5等。技术创新

使该村番茄长势好过往年，产量每亩平均增

加1000公斤，品质大大提高和改善，实现了从

无公害到绿色的转型，正赶上这两年番茄行

情一直不错，每亩增加2800元，成为了该村有

史以来农民种植大棚菜收益最好的两年。

河北
高华山：沙地房村村民心中的“巾帼英雄”

高华山

当地养殖户们都亲切地叫他“牛总”，他

也把当地养殖户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养

殖户们有什么技术难题和疾病问题时，他们

首先想到的就是赶紧找“牛总”。

“牛总”就是上蔡县肉牛养殖协会的会长

王线中。自 2008 年以来，王线中就利用自己

的专业所长，为当地广大牛羊养殖户提供健

康养殖、疾病诊治、繁育配种等多方面的技术

服务，被农民朋友亲切的称为“老黄牛”。

动物疫病防控是保障牛羊养殖产业健康发

展的重要基础工作。作为驻马店市唯一一家“肉

牛疾控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技特派员，

王线中带领技术人员深入养殖企业，使受指导的

规模养殖场无一例重大传染病发生，保证了养殖

企业的健康发展。在王线中的努力下，使养殖户

的牛羊发病率控制在5%以下，死亡率在1%以

下，年增加经济收入在3万元以上。

为了更好的把养殖技术推广到广大农民

当中去，王线中自费举办了30多期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班，免费发放技术学习资料5000多册，

培训资料10000多份，累计培训农民技术人员

3000多人。从田间地头到养殖场区，从大学生

到返乡农民工，都是他的培训场地和培训对象。

为此，他不论是财力和精力都付出了很多，

虽然很多老百姓都认可他、感谢他，可是也有很

多人说他傻，但王线中10年来，却一直默默无闻

的坚持着、努力着，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他也

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农村科普宣传先进个人”“五

一劳动奖章”“百佳新型农民”等荣誉称号。

10 多年来，不论刮风下雨、节庆假日，王

线中都是奔波在去广大养殖户的路上或者在

养殖场的服务中，从驻马店市到信阳光山再

到洛阳伊川等地市，一年到头他在家的时间

几乎没有。

王线中说：“我喜欢为大家服务，能够把技

术推广给大家，为大家解决困难，给大家带来经

济效益，看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我高兴。我

是养牛出身，知道养殖中的酸甜苦辣，所以，能

够尽我自己的一份薄力，使大家过上幸福的生

活，我甘愿做一名实实在在的‘老黄牛’。”

河南
王线中：俯首甘为养殖户的“老黄牛”

王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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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贫困地区抓住人才第一资源，也就是抓住了科技创新创业的牛鼻子。2014年，

科技部、中组部、财政部、人社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等五部门出台《边远贫困地区、边

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正式启动了

“三区”科技人员专项计划。

按照方案，自 2014年至 2020年，每年计划支持选派约 2万名科技人员到 1268个

“三区”县提供科技服务、开展农村科技创新创业，每年支持“三区”县培养 2500名本

土科技服务人员和农村科技创新创业人员。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集结号中，大批科技人员与“三区”群众正携手奋进在

科技创业的大路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滚滚洪流里，一座座穷山和一乡乡僻

壤正加速转变为朝气蓬勃的希望田园。

本报今日推出的《“三区”科技人员扶贫记》专版，旨在带领读者走近那些优秀

的“三区”科技人员，记录他们走进贫困乡村的点滴，领略他们扶贫助困的情怀，点

赞他们创新创业的梦想，分享他们带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愉悦，激励更多科技人

员走上创业扶贫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