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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姜 靖2018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三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科特派在行动

特有范儿

派上大用场

前不久，新疆林业科学院经济林所核桃研究

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阿卜杜许库尔·牙合甫接到

新疆墨玉县扎瓦镇铁热克阿依拉村一位农民寄

来的几公斤核桃。

这是咋回事？原来该村村民买提吐尔逊·
库尔班在收听广播电台节目时，听到他讲的核

桃树高接改优和后期管理方法后，买提吐尔

逊·库尔班按照他的方法，把家里多年的核桃

树全部改接成新品种，最多的一棵核桃树结了

40 多个核桃。

讲座幽默易懂接地气

“不结果的核桃树就像是不下蛋的鸡，鸡的

品种不好肯定下不了蛋，同样核桃树需要优良品

种要嫁接，不然下一个就是你们家的核桃树也下

不了蛋。”

在核桃地旁，几十名、有时甚至多达 200 多

名种植核桃的维吾尔族农民围成一圈，认真听着

阿卜杜许库尔·牙合甫的讲解，不时传来阵阵笑

声。每年到了南疆核桃等果树田间管理的关键

时期，在农民的核桃园里，都有他用“包谷馕”式

的农民语言，声情并茂、诙谐幽默地向农民传授

核桃田间管理措施的身影。这种场景，对阿卜杜

许库尔·牙合甫来说，司空见惯。

2012年至 2017年，在技术服务中，阿卜杜许

库尔·牙合甫还用“包谷馕”式的农民语言，深入浅

出总结编写了《核桃优质、丰产栽培实用技术》手

册，以纸质和电子版形式毫无保留地与果农分享。

结合实地培训和调研，他针对在核桃栽培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服务的区域对症下药提出了

解决方案及提议，赢得了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评

价。阿卜杜许库尔·牙合甫先后被民丰县、于田

县、和田县、乌什县和兵团第十三师聘为技术顾

问及科技特派员。

和田县巴格其镇吐完休玛村村民阿曼努拉·
萨迪说：“他的讲座非常幽默，通俗易懂，我们农

民都爱听，都能听懂。”

在吐完休玛村的一次培训中，阿卜杜许库

尔·牙合甫发现阿曼努拉·萨迪家的核桃树又高

又大就是结果少，这一现象在南疆较为普遍。他

专门把全村的技术骨干聚集到阿曼努拉·萨迪

家，进行大树改接后标准化管理技术培训及示

范。他不顾自身安全，爬上高大的核桃树上，亲

手示范如何修剪高位嫁接核桃树。

通过培训相识后，阿曼努拉·萨迪经常给他

打电话咨询相关问题。在他的指导下，阿曼努

拉·萨迪精心管理经过嫁接的平均树龄 12 年生

的核桃树由原来的每棵产 2—10个核桃，到去年

一棵嫁接改良核桃树均产达 80个核桃。

破例收下特殊的礼物

在参加自治区林业厅第三批“访惠聚”驻村

期间，阿卜杜许库尔·牙合甫是驻乌什县奥特贝

希乡尤喀克墩其格村工作队一名既能翻译又能

技术指导的“特殊”成员。

工作队要组建一支 30 人的林果技术服务

队，队员是对林果栽培管理有兴趣、具有一定文

化水平的村民。他主动请缨，担起培训的任务。

每次培训后，他要求每个队员进行实际操作，并

一一点评，耐心指导，直到每个队员完全掌握操

作技能。

兼任村委会副主任的阿卜杜许库尔·牙合

甫工作再忙，村民谁家核桃地有啥事，他都随叫

随到。

有一天中午，一阵急迫的敲门声叫醒午休的他。

“村长，我家的核桃树病了，你给看看。”村民

买买提·艾尔肯心急如焚地说。

对这位贫困户来说，核桃树是他的命根子。

他家的 5 亩核桃园，新移栽的 30 棵 9—10 年生大

核桃树开始出现腐烂病。

走，快走！到了地里，阿卜杜许库尔·牙合甫

发现移栽树伤口较大，个别核桃树基部伤口已腐

烂，他拿出平时备好的工具包，边聊边清理伤口，

涂抹愈合剂，并解释防治腐烂病的方法及大树移

栽管理注意事项。

由于防治及时，消除了买买提·艾尔肯以及

周边邻居家移栽核桃树因伤口较大发生腐烂病

的隐患。

看到自家核桃树没有一颗死的，买买提·艾

尔肯不知用啥感谢阿卜杜许库尔·牙合甫才好，

端来一大盆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青皮核桃送给

他。不想让城里人觉得看不起农民兄弟，他破例

收下了这一份特殊的礼物。

临别时，他把自己买的红苹果作为礼物给买

买提·艾尔肯装了一大盆。买买提·艾尔肯幽默地

笑着说：“我好想来这里，核桃换苹果咯，哈哈。”

他让老核桃树产量翻了三番

本报记者 杨 仑

“以前是求着农民来，现在是农民抢着

来。”2017年农民技术员培训班的结业式上，看

着欢声笑语的学员们，已经连续多年组织培训

班的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

长李祝贺感慨良多。

“最早，一听说要去上课农民都直摇头，

嫌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去打个工、在家猫个

冬。”李祝贺说，“但学了之后就不同了，积极

性特别高，因为他们觉得真正学到了东西，学

得有用。”

以最近这期培训班为例，计划招生 70 人，

开班的时候来了 150多人。“有老学员学第二回

的，有推荐村里邻居、亲戚朋友来的，大家都愿

意来学技术、学知识。”李祝贺说。

林职院为学生们开设了林下经济专业和

园林花木两个专业，邀请了校内外的专家、教

授为学生们上课，开设了植物识别、花卉生产

与经营、园林苗圃技术、林木种实生产、植物工

厂化育苗、病虫害防治等等课程，供农民根据

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专业选好了，上课的效果怎么样呢？

“一个字儿，棒！”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学院副院长李艳杰竖起大拇指说，“农民上

课特别有尽头，眼神里那种对知识的渴望，甚

至比咱们一些学生都要强。”

李艳杰负责的是病虫害防治课，也非常

受学生欢迎。“就说榛实象吧，这虫子可把我

害苦了，也打药，人家整啥我也不差，可就是

虫果一老堆。”辽阳市学员朱永仁说：“通过李

老师手把手教，找原因，这才发现是我打药的

时间晚了，虫子已经进果里了，这下才闹清楚

为啥！”

培训班：从没人来到抢着来

像朱永仁这样的案例，在农民技术员培训

班中不胜枚举。而来自抚顺市新宾县的庞龙，

更是通过农民技术员培训班成了一名当地闻

名的农业技术专家。

庞龙是林职院 2013年的学员，又先后到辽

宁省农科院、沈阳农大等高校院所学习，“光林

职院的培训班我就学了 2回。”庞龙说，“我非常

感谢教我的专家老师，他们不厌其烦，只要我

们有问题，专家们就免费给我们辅导。”

论起出身，庞龙是地道的农村孩子。长大

后，进入国营农场的他本以为有了铁饭碗，却

没想到因为林业保护等种种原因下了岗，回到

了家乡新宾满族自治县。“回家得想办法养活

一家人啊，也种过绿化苗、松果、干花干草之

类，走了很多弯路。”庞龙说，最后，他选择了种

植林下食用菌。

种植需要技术。“正好当时从县里知道了

林职院开设食用菌课程的消息，我就赶紧报了

名。”庞龙说，“吃在食堂吃，很便宜，书本住宿

啥的都不用出钱。”通过学习，庞龙不但掌握了

技术，还动脑进行了大胆的改良和开发。

有了专家们的智力支撑，庞龙的食用菌事

业开始迅速发展。“第一年出菇的时候，感染率

比之前下降了 40%，经济收入涨了一大块。”庞

龙说。尝到了科技带来的甜头，庞龙一发不可

收拾，几年下来，他与高校老师共同研究的榆黄

蘑林下地铺式生料栽培技术填补了国内榆黄蘑

林下生料栽培技术的空白，而另一项技术“食用

菌林下仿野生栽培”已经成为了辽宁省地方技

术标准，论文还获得了省级奖励。

尽管收获了许多成果，庞龙依然没有停下

技术创新的脚步。“我们现在研究如何让蘑菇

实现一年种二年收，一旦成功，能够节省大量

的人力成本。”庞龙说。

农民：独创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十年来，农民技术员培训班已经在辽宁全

省遍地开花。沈阳农业大学、辽宁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等 10个高校院所开设举办了 19个涉农

专业，包括了旱田（玉米、大豆、花生）、水田（水

稻）、蔬菜、花卉、药用植物、食用菌、果树、小浆

果、家禽、养猪、牛羊、榛子、养蚕、养蜂、淡水养

殖、海水养殖、园林花木、林木种苗、农资经营

等，平均培训时长超过 2 个月，培训时间超过

500学时。

近年来,辽宁结合科技特派团和科技特派

组进行的“一县一业”“一乡一品”农业区域特

色产业基地建设，开展了农民技术员培养工

程，由辽宁省科技厅出学费和宿费，在农村选

拔出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农民，接受非学历的专

业技术培训。这些农民进入高等学府接受系

统性培训后，晋级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农民，扩大了科技特派员队伍。

此外，在农民技术员培训班的基础上，辽

宁成立了农民企业家高级研修班。“研修班更

深入，主要讲企业发展战略、农产品精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条等内容，”沈阳农业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的高峰老师说，“完全按照 MBA 的模

式，让农民企业家对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政策

法规有更深入的了解。”

“新型农民、职业农民是未来农业现代化

的主体，也是现代农业的实践者和农村基层创

业的主力军。因此，科技特派工作对人员的培

养，对农村、农业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沈阳农业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新农业》杂

志总编辑赛树奇说。

截至目前，辽宁全省已累计培养各专业

农民技术员 2 万多人，平均辽宁的每个村都有

了一名受过大学专业系统培训的农民技术

员，他们架起了高校、科研院所与农村、农民

之间的桥梁，成为永远在一线、不会离开的科

技特派员。

新型农民：永远在一线的技术团队

本报记者 朱 彤

通过以旧换新等措施，旱作农业大省甘肃省的 8 成地膜得以回收利

用，因废旧地膜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缓解。

记者从甘肃省农牧厅了解到，2017年甘肃全省各类农作物覆膜面积

2933.8 万亩，地膜使用总量 17 万吨，回收废旧地膜 13.6 万吨，回收利用率

达 80.1%。

废旧地膜的利用，关键在于回收。作为一个旱作农业省，甘肃大力推

广地膜覆盖技术，地膜使用面积越来越大，废旧地膜也越来越多，对农业

面源的污染也日渐严重。为了做好废旧地膜的回收和利用，甘肃在加强

源头防控力度、培育农民回收意识、畅通旧膜交售通道、摸清地膜残留底

数、探索综合防控途径等方面下工夫，加大春、秋两季集中揭膜覆膜关键

期废旧地膜回收利用工作力度。

据了解，中央和省级财政也加大了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的专项扶持，通

过“财政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扶持建设了一批基本覆盖全省主要用膜

地区的加工企业和回收网点，全省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水平不断提升。

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站站长唐继荣介绍，2017 年，全省从

事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的各类企业达 224 家，已设立乡、村回收网点 2352

个，基本健全了涵盖捡拾、回收、资源化利用等环节的废旧地膜回收利用

网络体系。

与此同时，甘肃积极推广可降解地膜，在榆中等 17 个县建设环保高

效地膜试验示范区，对可反复使用 5—8 年、厚度 0.16 毫米的银黑色专用

膜进行应用示范，探索地膜减量化技术新途径。

地膜回收缓解农业面源污染

2017 年我国不断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体系，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165万亩，超额实现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 2000万亩的年度目标。

水利部部长陈雷在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说，5 年来，在超额完成

“十二五”农村饮水安全规划任务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实施了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惠及 9000万农村人口。同时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发展有效灌溉面积 8300 多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 亿多亩，为

粮食连年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雷说，2018 年水利部门将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夯实“三

农”工作水利基础。具体包括：深入开展冬春农田水利建设，因地制宜

搞好田间渠系配套、“五小水利”工程建设、河塘清淤整治。加快高效节

水灌溉工程建设，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000 万亩。完成 104 处大型

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基本完成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任务，做好

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前期工作。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

设，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供水保证率和水

质达标率。抓好绿色小水电站创建和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再实施

一批农村水电扶贫工程建设。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加大水利支持力度，

抓好水利行业扶贫、定点扶贫、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扶贫攻坚、对口支援和

援疆援藏援青等工作。 （以上均据新华社）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指标超额完成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日前宣布，受美国太空小麦种植实验启发，该校

研究人员参与研发出一种新的谷物快速种植技术。新技术有望缩短育种

周期，加速种植谷物的基因优化，提高粮食产量。

美国航天局此前在太空开展的小麦种植实验已经发现，长时间的光

照对谷物具有催熟作用。

受其启发，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在特殊的温室条件下对农作

物提供每天 24 小时的人造光照，并同时控制温度、基因等要素。其培育

的小麦、大麦、鹰嘴豆和豌豆从普通温室环境下的一年两到三熟变成了一

年六熟。研究人员种植的油菜也实现了一年四熟。

领导研究的昆士兰大学的希基称，新技术培育出的新型小麦蛋白质

含量更高，并解决了困扰澳大利亚小麦种植业多年的成熟期穗发芽问题。

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植物》杂志上。

新谷物种植技术或提高粮食产量

阿卜杜许库尔·牙合甫（左一）现场示范核桃腐烂病防治技术

典型派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静静的大学校园里书声琅琅，读书的却不

是年华正好的莘莘学子，而是“土里刨食”的新

型农民。

从畜牧、海洋水产养殖、林下经济、果树种植、

病虫害防治到产业链整合、优化生产结构……辽

宁10所农业院校为农民提供了丰盛的科技“自助

餐”，让农民从泥土的磕绊中拔出脚来，成为永远

奋斗在农村生产一线的科技特派员。

有了有了科技科技““自助餐自助餐””
农民也能晋升科特派农民也能晋升科特派

李艳杰正在给农民讲解病虫害防治知识李艳杰正在给农民讲解病虫害防治知识 蔡革蔡革摄摄

农民技术班学员在组培室学习育苗技术农民技术班学员在组培室学习育苗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