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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姜 靖2018 年 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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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派

天还蒙蒙亮，“农民”刘德江就穿着迷彩服，戴

着农村常见的劳保手套，在佳木斯上了大巴车，6

个多小时后，他将在近 400 公里外的饶河县下车。

满满当当的大巴上，这个“80后”毫不起眼，没有人

会想到，他竟是大学副教授，佳木斯大学林下经济

研究所所长。而这趟特属于他的“扶贫大巴”，他

已坐了三年。

“你的博士课题能不能贴近我省的林业发展

需要，为黑龙江林下经济作点贡献？”他的博士生

导师、现黑龙江省林业厅厅长杨国亭的建议，坚定

了刘德江把野生软枣猕猴桃打造为黑龙江新鲜水

果亮点的念头。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刘德江科技

扶贫、科技创业的愿景愈加明朗。

捅破技术的窗户纸

在刘德江眼中，技术就像窗户纸那样，捅破后

能看到更多的风景。

2009 年 10 月，北国黑龙江已入深秋，一片萧

索。刘德江在野外考察中，偶然发现几株野生软

枣猕猴桃，仍果实盈枝。向导在那棵果树上，足足

摘下了两三筐果子。

在刘德江看来，野生软枣猕猴桃是大自然馈

赠给寒地林区人的一种野果，形状大小类似大枣，

熟透后入口酸甜适中有猕猴桃的味道，被林区人

俗称“圆枣子”。

作为中国最北省份，高寒高纬度不适合猕猴

桃生长，而这种野生软枣猕猴桃让刘德江眼前一

亮，这可是抗寒的好品种！刘德江和他的学生赶

紧找寻附近山林，带回了几株果实综合性状优良

的野生软枣猕猴桃优株，进行引种试栽。

在随后的五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踏访东北

三省，实地种质收集，黑吉辽三省 32个县市 240多

个野生软枣猕猴桃分布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013 年，在现任佳木斯大学党委书记邱洪斌

的大力支持下，刘德江远赴乌克兰考察，带回了几

根 30 厘米长的软枣猕猴桃枝条。然而传统的扦

插、嫁接技术，面对这仅有的几根枝条想快速大量

地繁殖苗木却没有用武之地。

碰壁的刘德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采用组织培

养技术，把枝条插到水或土里，发芽后取芽的尖端生

长点，放入培养基，形成愈伤组织，调整培养基激素，

使苗以几何级速度繁殖，再进行试管苗的驯化移栽。

比起扦插、嫁接的“老两样”，组织培养繁殖

快、成本低、脱毒苗生长好。

如今，刘德江已引种驯化出 50 多个可以人工

种植的软枣猕猴桃品种和品系。

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

2014年，刘德江按照黑龙江“三区人才支持计

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要求，被选派到饶河县开展

科技扶贫工作。他继续选择引种野生软枣猕猴

桃，为农民致富造“新路”。

饶河县位于黑龙江东北边陲，为山区半山区

地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80%，是国家级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在这里，玉米本是农民种植的主

要作物之一。按刘德江的话说，这两年，农民种玉

米就是一个“赔”字。

“玉米经济”日渐萧条，刘德江的强项“林下经

济”有了用武之地。

被引种驯化后可以人工繁育、栽培的软枣猕猴

桃大小类似圣女果，与普通猕猴桃最大的不同在于

无毛，洗净即可带皮食用，含20多种氨基酸和多种维

生素，维生素C含量是普通水果的几十倍。这样的

好东西价格自然不便宜，去果农基地采摘价格为15

元/斤，在大城市更是被炒到70—100元/斤的天价。

可农民并不领情。

软枣猕猴桃作为果树，生长周期长，三四年后

才会进入丰产期，农民几年见不着效益干着急。

无奈之下，刘德江走起了“合作社包围农户”的道

路。饶河疆宝美提葡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宝琴

年过六旬，看从城里来的刘德江做事风风火火、敬

业钻研懂技术，便放手让他在地里搞示范。

刘德江免费提供价值 6 万余元的软枣猕猴桃

试栽苗木 2000多株，先后在小佳河村、大佳何镇及

大岱林场等地建立示范栽培园共计 100余亩，全面

进入丰产期后，可年产软枣猕猴桃鲜果 150000斤，

创造价值 450万元。如今，软枣猕猴桃离成熟越来

越近，1 亩每年可盈利 5000—10000 元，是水稻的 5

倍多，想种软枣猕猴桃的农民也越来越多。

刘德江不喜欢别人称他为专家，他质朴地说：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也是农民。”

揣好组织培养的“万能钥匙”

掌握了组织培养技术这把“万能钥匙”，调整

合适的培养基配方，就能高效、快速、低成本、不间

断地工厂化繁育苗木。

“从技术角度来说，组织培养是把‘万能钥

匙’，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还是会选择附加值高

的作物。”刘德江目前已把组培技术，应用到山野

菜和中草药的人工大规模种植中。

在佳木斯大学科技园的培养间，一瓶瓶的培

养瓶里，一株株幼苗嫩芽新发，旁边的架子上，移

植出的树苗长势喜人。这是刘德江指导的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佳木斯沐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木工厂化生产现场。

以组织培养技术为依托，2014年，刘德江手把

手指导学生成立这家公司，工厂化生产繁育果类、

中草药等苗木。

与传统技术不同，组织培养技术不受气候等

条件限制，室外冰天雪地，室内可终年生产，因而

适宜在黑龙江发展。

记者联系刘德江时，他又跑到了山东、河北、

河南，推广软枣猕猴桃种植。“在积温更高的省份，

软枣猕猴桃有望 2 年就能开花结果，3 年进入丰产

期。”揣着“万能钥匙”的刘德江，想利用这项技术，

造福更多农民。

软枣猕猴桃：小果子带来大收益

本报记者 李丽云 实习生 杜寒三

近 日 ，贵 州 省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陆 续 迎 来 了

2018 年最新一批科技特派员。而针对这些科

技特派员未来的工作，贵州省科技厅放出大

招：在服务中弄虚作假的科技特派员纳入诚

信“黑名单”。一旦进入诚信“黑名单”，科技

特派员在日后的项目申报等方面都将受到影

响，无异于给所有的科技特派员上了一道“紧

箍咒”。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一位科技特派

员明确表示，贵州省科技厅此举督促所有的科技

特派员工作不能搞花架子，要以扎扎实实的工

作，为全省的脱贫攻坚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何星辉

作为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

度最深的省份，贵州省正面临着 493万贫困人口

的脱贫压力。

近年来，贵州省科技厅多措并举，把科技

特派员、万名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同“三

区”科技人员的选派工作结合起来，让科技特

派员和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实现了无缝

衔接。

在全省脱贫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贵州省科

技厅下发通知，明确全省选派 1650 名科技特派

员和科技副职，深入到全省的贫困地区开展科技

服务，服务期限为 2018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

所谓的贫困地区，包括贵州省 14 个深度贫

困县、20 个极贫乡镇和深度贫困村集中的乡

镇。对照每个科技特派员须联系 3 个以上深度

贫困村的要求，贵州省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将覆盖

全省 2760个深度贫困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下发的通知中，贵州

省科技厅要求所有科技特派员必须于 2月 1日前

到服务地报到并开展服务，对于只报到不服务、

服务量不足甚至弄虚作假的，贵州省科技厅将在

年底考核中评定为不合格，通报派出单位并纳入

诚信“黑名单”。

贵州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副处长黎玥解释

说，之所以出台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督促科

技特派员的工作，科技特派员一旦被纳入“黑名

单”，在项目申报等方面都将受到影响。

对此，贵州省农科院科研处副处长、科技服

务团联络员、同样也是科技特派员的李超说，诚

信“黑名单”的推出，对所有的科技特派员来说，

都是一种监督和督促。“我们将在科技服务团内

部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确保科技特派员工作出

成果、有成效，能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带去切切

实实的帮助。”

与诚信“黑名单”相对应的，贵州省还规定，

申报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农业专家，须到县以

下基层单位服务满一年。同时，对工作业绩突出

的科技副职，优先选拔使用。

显然，无论是“红榜”也好，“黑榜”也罢，最终

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加强贵州省的科技特派员队

伍建设，让科技特派员真正发挥出作用，助推全

省的脱贫攻坚工作。

诚信榜剑指脱贫攻坚

1月 11日，一个由贵州省农科院牵头组织的

科技服务团正式进驻台江县，这支 24 人组成的

“先遣队”，涵盖了农学、畜牧、育种和水产等领域

的科技人才。

为了确保科技服务不打折扣，在每一份服

务协议中，贵州省农科院和台江县对每个科技

特派员的工作目标进行了明确要求：与 3 个以

上的深度贫困村（或贫困村）建立联系，每年

开展 50 人次咨询服务，固定帮助 5 户农民（含

两户贫困户）发展产业，在当地开讲一次科技

课堂。

当然，除了规定任务外，每个科技特派员

“先遣队”进驻贫困县

早在 2003 年，贵州省就积极探索并建立科

技特派员制度。截至目前，贵州省选派的省、市、

县三级科技特派员已达 1万余人次，服务了全省

600多个乡镇。

长期以来，在贵州省的广大贫困地区，活跃

着一支支科技特派员队伍，他们来自全省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农业技术推广站、企业等单位。在

田间地头，他们扛起科技大旗，在研发农业新产

品、转化新成果、攻克关键技术以及开展技术推

广和人才培训等方面大显身手。

贵州省农科院旱粮研究所党委书记、科技特

派员邵明波，利用休息时间走访调研。最终，他

结合石阡县花桥镇周家湾村的地理环境，动员村

民们以养殖中华蜂来挖掘“第一桶金”，继而发展

立体产业。截至目前，全村养殖中华蜂达 1200

多桶，产生经济效益 96.37万元。

科技特派员、贵州大学教授许厚强与贵州

省内两家企业合作完成了《贵州高原山地生猪

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科研项目，并

将科研成果进行了转化，在全省 32 个乡镇建

立了示范推广点，产生经济效益 9.36 亿元。同

时，许厚强以项目为载体，在贵州开阳与人合

作建立了 200 亩 “猪—沼—肥—果蔬”种养结

合示范基地，服务养猪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社

20 余家，直接带动农户 200 户，辐射带动农户

1000 余户。

数据显示，仅仅 2017年，贵州省就选派 1688

名科技特派员奔赴全省各地，他们服务企业和合

作社 446 个，引进蔬菜、果树等品种 398 个，推广

新技术 440个，解决基层技术问题 460个……

为了有效发挥科技、人才在科技扶贫中的支

撑作用，贵州省还放出了不少“大招”——

对 于 选 派 到 基 层 服 务 的“ 三 区 ”科 技 人

才 ，贵 州 省 以 县 为 单 位 实 行“ 双 团 长 ”管 理

制，由一名“三区”科技人才任县服务团的技

术团长，分管副县长任行政团长，达成服务团

内部的信息互通和技术共享。此外，400 余名

“三区”人才同时担任科技副乡镇长，以充分

接触基层，了解基层需求，为地方的产业发展

出谋划策。

为了推进人才下移，贵州省把科技特派员

专项计划、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应用于支持

“三区”人才到基层服务，投入 4000 余万元组

织实施《贵州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

示范推广》等重点项目，让首席科技特派员带

队赴 28 个县开展茶叶绿色防控技术、水稻精

确栽培和蔬菜错季高效栽培技术等示范应用，

帮助企业、合作社建立科技示范应用核心基地

11.2 万亩。

下一步，贵州省科技厅将进一步创新机制体

制，完善科技特派员长效管理机制，让科技特派

员“派得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同时，力争

为农村发展和精准扶贫破解一批技术难题，培养

一批创新创业人才，推广一批科技成果。

在田间地头扛起科技大旗

还有一些“自选动作”，包括为服务地示范推

广 1 项以上新品种、新技术，或领办、创办示范

合作社，或培养 1 户农民为致富带头人等等。

李超说，和以往相比，今年对科技特派员的

要求更为具体和务实。

当天举行的启动仪式结束后，李超马不停蹄

赶到老屯乡展开调研，他希望尽快摸清当地的技

术需求，同时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尽早让科技

在田间地头开花结果。

“就是要通过不断的示范，让老百姓看到效

益，才能带动他们增收致富。”已在这个苗乡腹地

服务一年的科技特派员姜雪深有感触。刚到台

江县老屯乡时，看到老乡们还是在用传统“土办

法”种植水稻，姜雪很是着急。劝他们改用新品

种和新技术，可老乡们半信半疑。无奈之下，姜

雪只能自己种上一块“示范田”。

收成的时候，姜雪的“示范田”产量比老乡们

的田地足足翻了一番。这下，老乡们才接受了姜

雪的建议，也很快实现了增产和增收。

至今，贵州省农科院已连续多年为台江县派

出科技特派员，在台江县高效农业示范园以及台

拱街道蛋鸡养殖示范基地等一批农业项目中，科

技特派员的技术服务让项目效益凸显，带动了一

大批贫困户实现精准脱贫。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老宋啊，这菜苗长得

太慢是温控没做好，咱这

育苗棚夜间温度必须保证

在 12 摄氏度以上，要早点

把草帘拉下来保温或者放

置火盆增温。”

“豇豆的种子要水平

放置在土壤里，不能这样

立着放……”

1月 5日，西宁市农业

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

科技特派员胡小朋像往常

一样，接到“求救”电话匆

忙赶赴十余公里外的青海

新胜旗种植专业合作社做

技术指导。

农民牵挂
的“技术达人”

谁也不知道，胡小朋

刚下手术台几天而已……

此刻本应卧床静养的他，

牵挂的不是自己的身体，

而是农民兄弟的田地。

“老伴儿埋怨我应该

在家静养，可我闲不住啊，

农民遇到技术问题哪能不

管！”胡小朋笑言。

接连几场降雪，高原

已是深冬，合作社积雪未

消，一脚踩下去发出“咯吱

咯吱”的声响。此时的胡

小朋压根没把自己当病

人，大步流星地走进一个

又一个大棚仔细观察作物

长势。

他记不得自己来过这

里多少次，也记不得帮农

民朋友解决了多少技术难

题。多年来，“有难题找老

胡”为他和帮扶的众多农

民朋友们建立了亲人般的

信任，这是身为一名科技

特派员的使命担当，更是他心系农民脱贫致富的最佳写照。

农民的朋友“胡老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新胜旗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宋生荣道出了心声。“酷暑‘钻棚’，寒冬也‘钻棚’，这

么多年，胡老师几乎每周都来帮种植户解决遇到的病虫害防治等

技术难题，出差来不了时就用微信诊断指导，还经常给农民发灭虫

药和肥料。胡老师对我们好，大家对他非常尊重。”

跟随胡小朋进入温棚，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排排嫩黄色

的方形板挂在温棚上方，上面密密麻麻沾满了小虫。“你看，这就是

灭虫黄板，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物理灭虫技术，不同颜色对不同害虫

有诱杀作用，目的就是减少农药使用次数。还有水肥一体化技术

也正在西宁市推广应用，这都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小科技’，却能

为种植户解决大难题。”

扶贫帮困的“技术能手”

人均耕地少、缺劳力；自然条件差、耕地干旱、产量低、农业收

入低，交通不便，生产中缺乏农业技术......青海贫困地区脱贫任务

艰巨，以科技力量“授人以渔”才是硬道理。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

胡小朋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对症下药”，引进航椒 8号、翠顶西葫

芦、津优 35黄瓜等熟性好、耐低温、适应性广、抗病性强、商品性高

的蔬菜新品种示范推广，指导农民使用新品种、新技术等先进农业

科技新成果。

在胡小朋的指导下，门源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湟源

县推广示范种植荷兰豆 3500 亩，亩产增加 18%，一年间，农民便增

收了至少 3万元。为互助县却藏寺村引进的蕨麻 200亩，已成为当

地贫困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平均每户增加收入 4100元。

逐渐，蕨麻、荷兰豆种植在门源、互助、平安、湟源县逐渐发展

成主要产业。产业有了，销路却犯了难。为此，胡小朋辗转联系销

售渠道出售无公害蕨麻、荷兰豆，联系外省销售渠道大量收购蕨

麻、荷兰豆，昔日贫困村在科技的助力下，一个个优势产业正在发

展壮大中走出省门。

不仅如此，在他的指导下，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西村和

中咀山村全膜马铃薯亩平均产量达 2165.7公斤，商品薯达 68%，亩

产值达 1770 元，带动 81 户贫困户致富。同时，带动中咀村成立大

通县东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流转土地集中连片种植全膜马

铃薯 28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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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只报到不服务，服
务量不足弄虚作假的科技特
派员将被纳入诚信“黑名
单”，在日后项目申报时将受
到影响。

贵州有个贵州有个““红黑榜红黑榜””
科特派诚信制度助力精准脱贫科特派诚信制度助力精准脱贫

胡小朋在青海新胜旗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农民做技术指导
本报记者 张蕴摄

刘德江刘德江（（右右））在指导软枣猕猴桃种植在指导软枣猕猴桃种植

软枣猕猴桃软枣猕猴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