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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淮猪是大约克夏猪
和淮猪杂交选育而成的黑
猪，具有耐粗饲、肉质优、生
长快、瘦肉多的优点，是节
粮、瘦肉型猪优秀品种。即
使在寒潮中，破败猪舍里的
小猪也能活蹦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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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大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农田早

已进入了冬眠，但是在察右中旗和集宁区农民的温

室大棚里却是暖意融融，满眼翠绿。科技日报记者

跟随“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冷凉蔬菜院士工作站

农技推广研究员关慧明走进大棚。

老乡们听说关老师来了，纷纷热情相迎。邻县

的村支书金银和还特意跑来叮嘱关慧明：“你下乡出

过车祸，光手术就做了好几次，天冷了，可得好好注

意身体啊……”

新成果秒杀灰霉病

关慧明身体健硕，如果不是老乡透露，很难看出

他竟然做过多次大手术。一进入大棚，他就显得格

外兴奋：“快进来，快进来，给你们看个好东西，这个

成果上次你们来还没有呢！”

神奇的一幕发生在众人眼前：关慧明左手拎着

一串西红柿，西红柿茎叶上已被一层灰色霉层覆盖，

当他用右手的绿色小喷壶喷了几下后，霉层竟然以

肉眼可见的速度被迅速吞噬了！

“这株西红柿得了灰霉病，这是温室大棚里常

见且比较难防治的一种真菌性病害，感染后病苗

会很快腐烂枯萎病死。为什么灰霉病属于世界性

难题？主要原因是大多药剂对它不起作用，我演

示给你们看。”关慧明从身边又拿出另一个装满药

水的小喷壶，当药水喷到生病的茎叶上时，霉层并

没有消失。

这个实验引起了大家对绿色小喷壶里液体的好

奇。关慧明告诉记者：“这里装的是我们上个月刚研

究出的成果，我给它暂定名为 GC16 灰霉平绿色生

物制剂，制剂与真菌亲和的问题通过这个产品得以

解决，制剂对灰霉病防治效率超过 85%！”

新技术+新模式=新发展

对于长期扎根基层的关慧明来说，给灰霉病提

出解决方案，只是他众多科研成果中的一项。蚜虫、

红蜘蛛、白粉病……这些让许多菜农和专家都感到

头疼的病、虫问题，关慧明都已一一攻破。

在致力于科研的同时，关慧明的思考并未止

步。他在国内率先提出“冷凉生态”的概念，建立

了第一个冷凉蔬菜院士工作站，并在乌兰察布市

迅速发展起 22 万亩冷凉蔬菜生产基地，新增产值 7

亿元。让农民和科技人员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共同致富，将科技人员的创收更多地用在新的

科研工作中，这一模式最终被国家科技部命名为

“关慧明模式”。

多年以来，“关慧明模式”不断发展壮大，在科特

派制度完善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2017 夏天，北京

市东西长安街的绿化带植物得了白粉病，市园林局

广邀专家研究解决方案，由于不能使用有毒药剂，问

题一时难以解决。不久后，负责这个项目的植保技

术人员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篇《乌兰察布攻克“四虫

两病”防治世界性难题》的报道后产生了兴趣，辗转

联系到了关慧明。

但是当关慧明现场播放了生物制剂瞬间杀死白

粉病毒的视频后却受到了对方的质疑：“这个不大可

能吧？”

关慧明的回答却非常严肃：“我们是搞科研的，

又不是街上卖药的，严谨是一切的基础，有没有问

题，得看实际效果。”

随后，关慧明带着生物制剂去了北京，当地技术

人员亲眼看过演示后才真正相信这一生物制剂对白

粉病确有实效，立即和关慧明所在公司达成了合作

协议。目前，关慧明的绿色生物制剂已经获得了两

项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

爱科技、爱农民才能有建树

20 多年前，关慧明还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读书的

时候就经常参加农场里的实践，种过大田、掏过大

粪。从那时起他就坚定了信念，一个学习农业的青

年，只有热爱农村、热爱土地、热爱庄稼，才能在农业

科技方面有所建树：“一个农艺师，只有在农牧业生

产一线沉下心来扑下身去，才能使科技变成现实的

生产力。”

大学毕业后，关慧明主动到生产一线蹲点服务。

那时候，乌兰察布市蔬菜生产刚刚起步，没有几个温

室大棚。关慧明总是往农村跑，为村民出谋划策，提

供科技服务，他的持之以恒感动了农民。随着他引进

的西红柿、黄瓜、洋葱、西瓜等新品种的推广，蔬菜销

路好了，农民的收益也提高了，他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成为当地农民“离不开的人”。20 多年，关慧明义务

培训菜农10万多人次，现场指导近20万人次，每年行

程7万公里，跑坏了3辆摩托车和3辆汽车。

为了更好地推广农业科技，关慧明还发起成立

了乡土人才培训学校，带着徒弟将农业科技送到村

里。在此基础上，他联合乌兰察布市 5 名科技特派

员组成了联合科技承包小组，又创立了慧明科技发

展公司，同时与河南、北京、河北多地多家公司联合

成立了机械化种植企业，搭起了乌兰察布市蔬菜联

合会的架子。

8年来，在乌兰察布发展蔬菜基地 10多万亩，农

民每年增收 5000多万元，关慧明的技术团队也通过

服务创收 300多万元。目前，在关慧明的带领下，技

术团队已经摸索出一整套适应乌兰察布市的蔬菜栽

培模式。关慧明本人先后获得国家、自治区、盟市各

级各类奖励 25 项，培养的蔬菜技术人员已分布在 6

省市 50 多个县乡的蔬菜生产基地。现在的乌兰察

布市农民都有了这么一句口头禅：“有这样的特派员

在，咱农民就有了主心骨。”

关慧明：“咱农民的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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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范儿
许晓岚 本报记者 张景阳

40元一斤的猪肉，贵不贵？

一些朋友将信将疑地买了几斤回去尝尝，不

料却直呼：“又吃到了记忆中儿时猪肉的味道，真

的是一家杀猪百家香。”

“大家都期待着，一听说有猪要杀，马上就联

系！”临近春节，黄瑞华教授领衔的南京农业大学

淮安研究院几名员工的手机又响个不停，黄教授

在微信群里不经意透露要杀猪的消息，43 头猪就

一下子都卖光了。从去年尝试在线上叫卖苏淮猪

肉后，500 人的微信群建了好几个，一年就卖了

7000公斤肉。

这个凝聚了南京农业大学几代科研人员数十

年心血的新品种，不仅让黄瑞华这位大教授放下

身段吆喝叫卖，还倾尽全力挖掘苏淮猪的品牌金

矿。他领衔的苏淮猪持续选育团队创成“国家级

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并获批建设国家首批“智慧

猪业星创天地”。

现在，苏淮猪“欢快的脚步”已经跑出淮安，不

仅在江苏苏北，近邻安徽、河南、山东，而且远嫁广

东、四川、吉林等地。多地的人们都能吃上这种口

感风味上乘的猪肉，苏淮猪及其后代们一年的出

栏量达十多万头。

一年出栏十万头一年出栏十万头
苏淮猪怎么成了致富苏淮猪怎么成了致富““金猪金猪””

本报记者 张 晔

“人民的生活标准提高，消费需求也随之多

层次、多样化，先满足有肉吃，再满足有好肉吃。”

黄瑞华解释说：“我们研究发现，猪肉的独特风味

主要是由肌内脂含量的高低和肌纤维的粗细决

定的。”

这个被同行笑称为“江苏猪头”的中年汉子，

几十年来把精力都放在了培育更好吃的猪肉上，

特别是与淮安的苏淮猪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的苏淮猪追求的是传统猪肉特有的口

感，肌内脂 2.7%，老百姓可以尝到儿时猪肉的味

道。”黄瑞华说道，“而且抗病性和适应性强、生长

速度快、胴体瘦肉率高。”

除了有着优越的基因血统，我们所提供的苏淮

猪肉的好口感还来自于良好的“居住条件”和“伙

食”。去年开始，黄瑞华精心设计打造的苏淮猪健

康养殖试验示范场逐步完善，并开始进行试养。

这个试验猪场集成了众多技术，例如生态发

酵床养殖，猪的排泄物通过微生物分解，可以实现

无异味、无污染，环境好了，猪不容易生病；将母猪

智能测定系统用于育肥猪饲养，实现对育肥猪生

长性能、采食量的实时跟踪监测；喂猪的饲料采

用生物发酵饲料，高纤维、低蛋白，养殖过程中不

用任何抗生素，重金属含量比国家最低限值还要

低。这些苏淮猪精心饲养 8 个月上市，是普通瘦

肉型商品猪养殖周期的一倍半。屠宰后又利用

冷库进行冷链排酸 12 小时以上，保障了肉品的安

全……由于饲养时间长，猪肉沉积的脂肪酸含量

适量，因此色泽艳、口感好。

“猪肉好不好，就看焯水时的味道”，一个特别

的家庭主妇——黄教授的夫人也成了微信群的吆

喝者！“如果饲养环境不好，猪肉焯水时扑鼻而来

的是异味，甚至是臭味！但好猪肉焯水时扑鼻而

来的则是香味！”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苏淮猪好吃

的奥秘，南京农业大学淮安研究院还在淮安智慧

谷举办了智慧大讲堂，黄瑞华亲自主讲，告诉老百

姓“如何吃到美味健康的猪肉”。

好口感来自好基因好伙食

为 何 一 个 高 校 教 授 常 年 泡 在 猪 舍 养 猪 卖

猪？这一切还要从年轻时的经历说起。

儿时的黄瑞华身处农村，深感技术限制给

父老乡亲们带来的麻烦。在上大学时，黄瑞华

毅 然 坚 定 了 自 己 的 研 究 方 向 —— 猪 的 健 康 生

产，并在猪健康生产学、动物遗传育种研究领域

呕心沥血。

30 多年前，还在学校就读的黄瑞华，赴淮安

扎根刘老庄结缘苏淮猪

“内心深处一直很敬重中国农民的朴实，可是

下农村时发现现在的农民技术依旧缺乏、养猪理

念一直得不到更新，看得很着急。”

黄瑞华说：“现在处于庭院式养殖向规模化养

殖发展转化的过程，农村很多从业者、经营者、管

理者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理念严重缺乏，饲养模式、

设施设备、管理布局都不到位，需要我们花大量工

夫和精力去宣传。”

今年一月，江淮地区迎来了罕见的三场暴雪，

气温降至零下十度，但是黄瑞华指导的猪舍内依

旧温暖如春，利用空气源热泵给猪实施地暖保暖，

既环保又保温效果好。即使这样，他还是心系猪

企，雪还没停就一路赶往淮阴种猪场，查看猪场的

保育猪、产房、后备猪以及饲料储备等情况。就在

回程的汽车里写下“二次大雪将来袭，养猪户请注

意”的短文，通过微信发布到千家万户手中。

“黄老师总是把种猪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淮阴种猪场场长傅道斌如此评价，淮阴区农委副

主任也感慨地说：“黄教授可以说是淮安市养猪场

的庇护神，大家理当尊重和感谢！”南农大科研团

队多年的驻场帮扶，促成淮阴种猪场从一个负债

累累的老农场转变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

示范基地”。

2005 年底至 2006 年上半年，面临颓唐的经营

状况，淮阴种猪场的员工们半年多没有拿工资，但

即使到如此困难的境地，种猪场在夹缝中挺过来

了。转型后的淮阴种猪场人均收入从 2010年的不

足 6000元，到 2016年的人均超过 12000元，翻了一

番。自 2010 年以来，淮阴种猪场销售出去的种猪

数量已超过 8000头。

苏淮猪是大约克夏猪和淮猪杂交选育而成的

黑猪，既保留了原始地方猪种淮猪的耐粗饲、肉质

优的特性，又吸纳了大约克夏猪生长快、瘦肉较多

的优点，是节粮、瘦肉型猪优秀品种。抗逆性强，

耐粗饲，体质强健，即使在寒潮中，破败猪舍里的

小猪也能活蹦乱跳。良好的性能使得它受到家庭

农场的青睐。

安徽泗县的陈贤平就在自家农场里养了苏淮

母猪150头，自繁自养。五河县的荣怀江，苏淮母猪

200头，自繁自养，一般每头母猪可产小猪 20头，现

今在蚌埠开专卖店，育肥猪的体重要超过 300斤才

出售，每头利润约1500元，年收入在约600万。

“作为年消费 6亿头猪、人均消费 40公斤的猪

肉消费大国，苏淮猪迎合的是少数高端消费者的

需求，还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年过半百的黄瑞华

对苏淮猪的前景充满信心。

老农场收入翻了番

溪河、林集两个乡镇参加大学生“科技播火”活

动。撂下行囊他便冒雨走访百姓调研，结合所学

及思考再与百姓交流，即使中暑了也没中断。

直到今天，他还清晰地记得一位农民告诉

他治疗小猪拉稀，可将草木灰与药混合给小猪

吃，十分有效。这让他十分感慨：“与农民交朋

友，能感受到他们的纯朴，还能学到书本上没有

的知识。”

1954 年，南京农业大学第一代“养猪人”陈效

华老师与其他专家一起，汗洒淮阴种猪场，完成

了新淮猪的培育任务。上世纪九十年代，黄瑞华

跟随自己的导师王林云教授，扎根位于淮安刘老

庄的种猪场，面对“一抖被子就能抖出老鼠”“和

蚊子、苍蝇抢饭吃”的艰苦环境从不言弃。

黄瑞华所在的科研团队在新淮猪基础上进

一步导入瘦肉型大约克夏猪血统，运用“广选、快

稳”改良群体继代选育法，结合分子标记辅助选

择等手段，历经 12 年成功育成淮安迄今为止唯一

国家级畜禽新品种苏淮猪。

2012 年农业部公布的主导品种共有 16 个，苏

淮猪榜上有名，同时苏淮猪也是江苏省被列入该

名单的唯一畜禽品种。

黄瑞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苏淮猪生长性能

优异。它的各项经济和技术指标突出，是一个综

合性能特别优秀的培育猪种。

2013 年，南京农业大学与淮安市共建南京农

业大学淮安研究院，黄瑞华成为院长首推人选。

尽管行业老大温氏集团恰在这时邀请其出任温

氏学院院长，他还是下决心与淮安续缘，担当起

新淮猪持续选育与产业化建设的重任。

“我们通过分析查找常年贫困的原因，结合当地的自然条

件和扶贫工作规划，围绕落实发展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

等目标，找到了扶贫工作的切入点。”科技特派员、吉林省农科

院专家郭金瑞说。

2017 年底，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和吉林省农业科学

院共选派了 10 名科技人员，深入扶贫一线，开展起为期 3 年

的科技扶贫工作。扎根基层，因地制宜找准产业，围绕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发力，努力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短短两

个月的时间，科技特派员们就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科技

教官”。

因地制宜 寻找脱贫切入点

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才能找准扶贫的突破口，从而制定

更加符合实际的扶贫计划。扶贫工作一开始，这就成为了每

一位科技特派员的共识。

作为科技特派员，郭金瑞挂职担任了龙井市老头沟镇的

副镇长，上任伊始，他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全镇的 22

个村，摸底农业生产状况。劳务输出过多加上人口老龄化，劳

动力严重匮乏成为了很多村子的通病，所以现代农业的技术

推广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郭金瑞告诉记者：“我现在的想法

就是与本地扶贫项目对接，通过一些较大的项目支撑，带动和

辐射周边的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同郭金瑞一样，吉林大学的科技特派员张明军教授一到

了通榆县边昭镇，就立刻沉下身子走村入户，“在实际调研过

程中我发现，边昭镇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种植业和养殖

业生产技术滞后，农产品无法与市场需求及时对接是导致贫

困的最大原因”。他说，只有通过努力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

才能改善这里的农民生活条件，实现 3年内全部脱贫。

输送技术 实现农业现代化

“这里适合种什么？”“现在种什么更赚钱？”“我家的地

总是收成不好，有什么技术能帮我？”在靖宇县龙泉镇，听说

农业科技特派员的到来，村民们兴奋不已，争先恐后地围上

去提问。

靖宇县此次迎来的科技特派员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尹春梅

教授和刘孝国副研究员、孙宝鼎副教授。根据当地提出的人

参栽培加工、电商等技术需求，他们已经组织开展了技术和信

息咨询服务，协调解决当地生产和技术难题，“同时我们还进

行致富技能培训，组织开展科普活动，提高这里农民的科技知

识水平。”尹春梅说。

龙井市老头沟镇有水田 1300 公顷，长期以来，因为种

植品种单一，土地分散，以小农户种植模式为主，所以一直

缺少成规模的生产企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水田的产量、

品质都难以保证。吉林省农科院的水稻专家刘亮的到来，

让当地村民看到了希望，刘亮说：“我们不能仅限于更新几

个品种，推广几项技术，更重要的是转变农民的思想，为他

们留下一套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化发展链条，将这里的水

稻形成具有明显特色的稻米品牌，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

培养人才 力争先富带后富

“我们当地缺的是技能人才，只有有了人才，才能先富带

后富！”靖宇县的脱贫需求，让吉林农业大学科技特派员孙宝

鼎干劲十足。他说：“我们团队看起来只有 3 个人，但实际上

身后是整个农大的科研团队，我们有 56 个研究专业，需要哪

个人、哪个专业、哪个部门，我们可以随时调动资源。”孙宝鼎

笑着说。

“其实很多农民都愿意学习技术、掌握技术，只是以前没

有这么好的平台，他们无处可学。”吉林省农科院的科技特派

员李旭一语中的，“如果扶贫干部对农业生产和技术没有支撑

性指导，很多好的项目无法落地，甚至无法产生效益，所以科

技特派员很好地解决了扶贫工作中的技术难题。”李旭表示，

他将通过项目示范让大家掌握技术，通过贫困户自己的学习

实现脱贫致富。

“春节后，我将在龙井开展水稻、果树、畜牧、大豆以及设

施农业等方面的技术培训，相关专家我均已联系到位。”郭金

瑞信心满满。

吉林科特派：
扶贫路上的“科技教官”

本报记者 马维维

吉林农业大学刘慧涛（中）正在为农民讲解玉米长势
陈一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