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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姜 靖2018 年 1 月 3 日 星期三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科特派在行动

典型派

特有范儿

记者手记

派上大用场

当绝大多数人在欢度元旦假期时，青岛

农业大学退休教授姜卓俊在位于山东临沂

莒县浮来山风景区的浮来山庄一住就是几

天。此时风景区是淡季，偌大宾馆里没几个

人，晚上清净得出奇。

他不是来享清闲的。

去年 12 月 29 日一早，他就冒着大雾从

青岛驱车赶到莒县。此行，他将和其他草莓

界人士商量开好 2018 中国草莓文化节和中

国临沂草莓大会的事。

推广草莓三十年如一日

山东是全国第一草莓大省，栽培面积达

42 万亩，在农民脱贫致富和农业综合园区

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姜卓俊此行的临沂是革命老区、农业大

市，是山东省扶贫重点地区。碰巧也是姜卓

俊最早开始指导农民种草莓的地区之一。

“1994年，我培训指导了临沂市郯城县港

上镇向阳村的农民发展草莓，当时是整个临

沂地区第一个种草莓的村。三十年过去了，

郯城县已成为临沂乃至山东最大的草莓县，

临沂市也成为山东草莓栽培面积最大的市。”

据了解，目前临沂市草莓栽培面积 20

多万亩，占山东这个草莓大省总种植面积的

二分之一。但面积大的同时，生产效益仍有

待提高。2015 年，从青岛农业大学退休后

的姜卓俊被全国各地的草莓种植户争相邀

请技术指导。他在尽力顾及的前提下，将目

光重点放在了自己三十多年前就指导过的

地方。

他重点扶持了位于临沂市的山东六棵

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帮助他们进行现代农

业园区建设，提升草莓产业转型升级，希望

通过六棵树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整个临沂

市草莓产业的新发展。

三年来，姜卓俊几乎每月都跑临沂指导

生产，他的很多建议得到临沂市政府大力支

持。六棵树公司迅速发展成为行业翘楚——

成功实现无土立体栽培，建设了新式草莓大

棚，建成草莓育苗中心和草莓博物馆。在这

个过程中，他本人更是多次进行大规模草莓

技术培训……因姜卓俊的重要贡献，2017年

首届中国临沂草莓大会授予他草莓贡献奖。

比退休前更“不着家”

姜卓俊今年 63 岁，2014 年正式退休。

退休后，他却更忙碌了。他继续长期在全国

多个草莓种植区域指导讲课，传播最新的科

技知识；他学会了使用微信，将自己的微信

名称改为“草莓人”，随时随地传播草莓信息

技术；他受农户邀请加入好几个微信群，在

里面接受提问，给予指导；他买了一辆新车，

方便自己开车往各园区，比退休前更加“不

着家”。就说元旦前的十天，他先从青岛到

威海文登，给草莓种植户上课，又从文登到

荣成，考察草莓园区建设，从荣成回青岛停

了一天，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临沂……

去年 12 月 25 日，姜卓俊来到威海文登

市米山镇西铺头村。

西铺头村正在建设休闲农业生态园，村

委书记于海峰首先想到要找自己的文登老

乡、大名鼎鼎的“草莓教授”姜卓俊。“不过，

听说姜教授已经退休，人家能不能愿意来？

这两天降温又那么冷……”于海峰一边犯着

嘀咕一边拨打了电话。

“没问题，现在是草莓种植关键时间节

点，我马上去！”接到老乡盛情邀请，姜卓俊

立即答应下来。

在威海授课的这天，本来是先在室内用

投影仪系统地讲解草莓种植技术，后来考虑

这样讲没有教学现场，于是他直接带着种植

户进了大棚。

“在大棚里边走边看边讲，他们一下子

就明白了。”不仅如此，讲到疏花疏果时，要

讲草莓开花结果的模式图和发育规律，需要

结合图例才能说得清楚明白，而现场又没有

准备纸笔，于是姜卓俊蹲下捡起一块红砖

头，在大棚后墙上画图讲解起来。

大教授用砖头块儿讲课，这样的场景农

民们之前想也不敢想。他们如饥似渴地吸

收着知识，完全沉浸在姜教授的课堂上。后

来，一位农民告诉他:“早想上厕所了，憋着

没去，怕讲的东西落下了。”

“需要做的还很多，
继续跑下去”
“草莓教授”一请就来，这出乎村委书记

于海峰的意料。而事实上，进入 11月以来，

随着草莓进入生产关键时期，姜卓俊已连续

在省内外跑了十多个地方。

跑，是这位科技推广专家一辈子的常

态。二十多岁留学日本，研究世界先进的草

莓种植技术，并从此立志回国“专攻草莓”，

从那以后，他在全国率先进行草莓种植技术

推广，从 30岁一直跑到了 60岁。

他跑遍全国所有大中小型草莓种植区，

指导发展起来的草莓村、草莓镇、草莓乡、草

莓市，不计其数。他因此被全国多个地市区

聘为草莓顾问、颁发荣誉市民、草莓功臣、草

莓贡献奖等荣誉称号，也不计其数。

在“跑”的过程中，他留下很多脍炙人口

的草莓传说——2002 年，青岛农业大学整

体从莱阳搬迁到青岛市办学，他随学校同

迁，却因自己一直使用的烟台手机号码广为

农户熟知而不敢换号，怕农民找不到。那几

年，他每年的电话费光漫游费就将近一万

元；来青岛后的十余年里，他经常背着一个

装满材料、工具、电脑甚至农药样品的大背

包到处跑，被形象地称为“移动的草莓工作

室”或者“草莓教授的背包工作室”。

最近3年，他退而不休，继续跑园区、送科

技，整个青岛地区没有他没去过的草莓种植

园。尽管如此，农民朋友对他的需求依然旺盛，

“草莓教授姜卓俊的联系方式”“草莓教授姜卓

俊出的书”等，一直是百度上的热门问题。

“党的十九大对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

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草莓产业越来越成为地

方政府在农业上的重点工作。对我来说，需

要做的还有很多，还要跑下去。”姜卓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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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宝坻区八门城镇的观赏鱼养殖

基地里一片热闹，从市里赶来的专家团

队被养鱼的农民们团团围住，专家带来

了新技术、新品种，让 30 个规模养殖户大

为受益；天津优耐特汽车电控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人也充满了干劲和希望，河北

工业大学张小俊教授的到来，成为企业

解决数据难题，实现产品转型升级的最

大保障……2018 年元旦假期，津沽大地

随处可见科技特派员们穿梭忙碌的身

影，他们犹如一只只报春的燕子，所到之

处，创新致富之花盛开。在天津市科技

部门精心组织下，2270 名从高校遴选出

的专家学者作为科技特派员入驻该市

2027 家企业和种养基地，摸索出“三三

制”新方法，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探

索出了产学研结合新模式，有效推动了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天津天津““三三三三制制””办法办法：：
让科让科特派从特派从““水上漂水上漂””变变““沉底鱼沉底鱼””

本报记者 孙玉松

科技特派员是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的

中坚力量，也是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生力军。如何让科技特派员从“水上漂”

变“沉底鱼”，更好地深入到生产一线，真

正发挥出作用？天津市科技部门摒弃自

上而下“指派”做法，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以领军企业为重点，从一线需求出发反其

道而行，从实践中摸索出“三三制”新办

法，不仅实现了科技特派员“一对一”精准

帮扶，还加速了高校科技要素向企业转

移，闯出了产学研紧密结合和科技成果同

市场紧密结合的新路子。

天津市科委负责人告诉记者，“三三

制”是对科技特派员到一线承担的任务和

责任的考核管理办法。每位科技特派员

到一线，需要完成专业到行业、项目到产

品、论文到效益的三个转化；在企业要担

当起技术专家、行业专家、产品经理三种

角色；在帮扶过程中需要搭建学校和企

业、专业和产业、教学和实践三座顺畅沟

通的桥梁。

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服务企业，使得学

校教学科研和服务企业创新发展两者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一方面学校的教学科研使

得他们具有丰富的理论和研究能力，了解行

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

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制定发展战略。另一

方面服务企业使得他们了解研发产品的生

产工艺、实际性能和产业的最新态势，并将

产业链上的情况加入到自己的教学和科研

中去，使得科研工作更接地气。

“这一制度施行以来，科技特派员作

为产学研合作的一个有力载体，不再游移

在企业和学校之间，而成了高校与企业联

系的焦点，极大地促进了高校智力成果的

输出，也加速了企业的转型升级步伐。”天

津市科委基础研究处负责同志介绍说。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部门选派 2270名高

校科技人员作为企业科技特派员入驻了

2027家企业开展服务，已向企业输出转化

997 项科技成果，帮助 378 家单位建立长

效创新平台，协助企业申请发明专利 1043

项，帮助企业培养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人

才 1871人。

不在企业和学校间游移

“如果不是与李维尊老师良好合作，

我们想都不敢想会有今天！”说起科技特

派员的功劳，奥为（天津）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感慨不已。作为一家小微科

技企业，公司由几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联合创办。创业伊始他们就发现，自己

所学的知识、研究生阶段的科研成果很

难与实际需求相对接……南开大学李维

精准帮扶实现多方共赢

每位科技特派员到一线，需要
完成专业到行业、项目到产品、论
文到效益的三个转化；在企业要担
当起技术专家、行业专家、产品经
理三种角色；在帮扶过程中需要搭
建学校和企业、专业和产业、教学
和实践三座顺畅沟通的桥梁。

一边是教学楼和实验室，一边是田间

地头和车间，科技特派员犹如一根扁担挑

两头。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关键时期，这

负重担又该如何挑？天津市科技部门的

做法无疑给出了精准的答案：科技帮扶就

得接地气！

科技特派员服务基层效果好不好，群

众人人心里都有杆秤——不是由去基层

的人次、培训人数、发放多少资料说了算，

而要看有多少人真正掌握了新技能，有多

少企业因特派员而受益。在新旧动能转

换，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关键历史时期，群

众更对“面对面谈科技、手把手教技术”的

科技帮扶充满了渴盼。“授之以鱼”不若

“授之以渔”。新时代更需要创新工作方

式，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从“大水漫灌”向

“精准滴灌”转变，从“轻飘飘”向“沉下去”

转变。

“帮在点上，助在实处”。这样才能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送科技到基层，专家

就需要“土些再土些”，要善于和基层百姓

打成一片，说得上话，交得了心；要善于根

据基层实际需求“辨证开方”，向企业传授

最迫切想掌握的科技技能；更要做好“传

帮带”，培养一批“土专家”“田秀才”，并借

力他们“以点带面”，为社会织就一张不留

空白点的科技网。试想，当寒冬中的企

业、农村迎来对口支援的教授，对他们进

行精准指导，这对他们的未来将起到多大

的作用？

一座座发展桥被搭起、一扇扇致富窗

被打开，一个个中小企业演绎美丽蝶变，

一户户偏远村民受益科技力量……也只

有基层专家教授更加“接地气”，基层的

“土专家”薪火相传，一起活跃在厂矿车

间，田间地头，才能真正发挥出科技派员

的价值。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上，我们

才能底气更足，走得更加自信！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

尊老师作为科技特派员加入该企业后，

担负起了企业产品经理人等多个角色，

他与企业共同设定了主要研发方向与内

容，在研发过程中深入生产车间调研分

析，寻找技术问题。同时，带领企业科技

人员进入南开大学科研实验室参与基础

理论研究，提高企业员工的基础知识和

创新性思维能力。在李维尊的帮扶下，

奥为公司自主研发的环保装置成本降低

了 50%，产品也被市场迅速认可，一下迎

来了转机。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天津商业

大学企业科技特派员韩建枫通过与企业

联合申报项目，研发的“铁路接发车安全

预警系统”为企业在二级市场实现 4400万

元股权融资；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李小

鹏教授入驻天津市松正电动汽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纯电动车用电力

驱动系统的研究与开发”项目累计产值数

千万元；入驻天津通卡公司河北工业大学

顾军华教授建立了公交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用来管理整个应用系统、数据库以及

网络之间的交换……

自 从“ 三 三 制 ”精 准 帮 扶 模 式 施 行

以来，科技特派员们在企业核心产品开

发、核心团队培育、帮扶企业长期战略

规划、创新平台建设、课题申报、专利成

果购买转化等七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

帮助企业开发出了 47 个“杀手锏”产品，

解决企业生产工艺和新产品开发中的

技术问题 1523 个，部分成果填补了国内

空白；协助所在企业建设企业重点实验

室 32 个，工程中心 39 个，目前与企业联

合承担科技项目 552 个，其中不乏天津

市乃至国家级重点攻关项目。说起成

绩，天津市科委基础研究处负责同志兴

奋地说：“精准帮扶，不仅让特派员们找

到了存在感，更加接地气，也让企业实

实在在地尝到了甜头。科技特派员们

有了用武之地，企业的转型升级和科技

创新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发展，实现了多

方共赢。”

2017 年 3 月，姜卓俊获促进草莓产业
发展“贡献奖”

姜卓俊在山东即墨南泉镇现场授课（右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陈予恕到激光天津大学教授陈予恕到激光
再制造企业一线进行技术指导和产品设计生产再制造企业一线进行技术指导和产品设计生产

西洞庭，湖南著名的国有农场。地处亚

热带北缘湿润滨湖气候区的它，四季分明，

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土壤深厚肥沃，是该省

常德市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区。近年来，来此

游玩或经商的外地人，都会耳闻、或品尝到

一种珍贵的花。仅仅十余年的种植，这种花

就“占据”了这里八分之一的耕地，成了当地

扶贫助农的“独门秘诀”。

这种花，叫朝鲜蓟，原产地中海地区。

当它盛开时，有着球状的形态，蒲公英似的

花瓣，艳丽的紫色，甚是好看。它的花蕾，在

欧美等国，被誉为“蔬菜之皇”。

2005 年，西洞庭一家名为汇美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的企业，将它从西班牙引入种

植。丰收后，择出其中嫩嫩的花蕾，制成罐

头外销。

本是企业行为的事儿，却迅速引起了当

地管理区管委会的兴趣。大家发现，朝鲜蓟

是洞庭湖区效益最好的冬闲种植作物之

一。 这种植物不仅种植劳动强度低，用工

少，还避开了农忙时节。订单式种植，确保

了产品不愁销，充分调动了当地农户的种植

积极性。

慢慢地，朝鲜蓟被列入了当地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的重点对象。为照顾好这些珍贵

的花儿，在湖南省常德市科技局、西洞庭扶

贫办等部门的介入下，常德市农科院副院长

张平喜作为科技特派员，给朝鲜蓟当起了科

技“管家”。

回忆刚接触朝鲜蓟时，张平喜又爱又

疼。爱的是这种富含高营养价值的植物，为

当地农业带来的“福利”。疼的是，仅 5%的

“花心”被利用，剩下 95%的部分都废掉了。

燃烧处理大部分根茎叶等“废弃物”，对环境

也不够友好。“作为西洞庭特色农业产业，如

果能让 95%的剩余部分获得充分利用，该多

好。”张平喜想。

他这么想，西洞庭管理区也“心有灵犀”

地想到了一块儿。就这样，一家企业从国外

引入的种子，慢慢成了西洞庭共同的“独苗

苗”。当地积极与常德市农科院及中南大

学、中国农大、湖南农大、湖南文理学院等高

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对朝鲜蓟从品种

培育到精深加工实施了全产业链开发与研

究。如今，西洞庭已是我国最大的朝鲜蓟种

植基地、种苗培植基地和深加工基地。十余

年累计种植朝鲜蓟 10 多万亩，实现农业总

产值超 5亿元，工农业利税超 1.5亿。

这朵花儿，乐了农民。“现在，我家每年仅

朝鲜蓟一季的收入，就在50万元以上。”下岗

工人游光辉说，2016年流转了300多亩土地进

行朝鲜蓟种植。一年时间，他就成为了全区

有名的朝鲜蓟种植大户。依靠朝鲜蓟种植获

得的收入，游光辉为自家添置了多台农机设

备，用于朝鲜蓟的标准化、规模化栽培。

这朵花儿，迷了管理者。“我们很看好这

一产业的发展。”西洞庭管理区党委书记王

启武说。作为当地父母官的他，迷上了如何

“榨干”朝鲜蓟的利用价值。他表示，尽管西

洞庭在对朝鲜蓟的种植和利用大幅提高，但

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譬如，朝鲜蓟可提取

出洋蓟素。高纯度洋蓟素，价格甚至比黄金

更高。为提高洋蓟素的提取纯度，该管委会

积极帮助寻找该方面的“外援”专家及团队。

这朵花儿，更开在了引入者的心里。汇

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肖立安透露，去

年，公司流转了 300 多亩土地，建设朝鲜蓟

科技园。未来，科技园内将引种世界各地的

朝鲜蓟品种，进行制种、组培育苗、工厂化集

中育苗，努力让这朵美丽的花儿，在西洞庭

能全年开花结果。

一朵朝鲜蓟，创造农业总产值5亿元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通 讯 员 许光才 杨 双

朝鲜蓟，又名食托菜蓟、洋蓟等，属菊科，宿根多年生双子叶草本蔬菜植物。在食用时口感介于鲜笋和蘑菇之
间，有消渴解酒的功效，营养丰富，健身养颜，食用价值极高，有“蔬菜之皇”的美誉。 王中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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