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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是省里派专家来支持当地扶贫，吉林省

检察院驻龙井市老头沟镇泗水村第一书记王利斌

高兴地握着郭金瑞的手说：“你们来了，我的心就

有底了。你看我的牛场、蔬菜大棚、木耳基地都建

得这么好，可农业我不懂啊。有了你们，这回怎么

整就有盼头了。”

吉林省龙井市是全国贫困县（市），是朝鲜族

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为了发挥吉林省科技人才

优势，将科技成果向脱贫攻坚一线汇集，吉林省组

织部日前选派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郭金瑞、刘亮

和李旭三位专家作为科技特派员来到龙井市老头

沟镇支持当地的扶贫攻坚工作。

当地返乡创业的安本平找到郭金瑞。“郭老

师，我 17 岁离家去外地创业快 20 年了，每年回来

看到家乡总是灰土土的样子心里很不好受，我想

带乡亲们走一条特色农业的致富道路，但农业科

技我不懂，你是省农科院的专家，农业最新最好的

技术你们都有，你得帮我。”

两周时间，走遍22个行政村

在做好对接后，作为工作组组长的郭金瑞就

开始工作了。镇里没有宿舍他就在办公室里简单

地搭张折叠床。郭金瑞说，搞农业的人都不怕苦，

就怕好技术没有用武之地。“组织派我来的目的是

扶贫，不是图享受，我最着急的是不了解本地情

况，这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老头沟镇有 22

个行政村，他用了两

周的时间走了个遍，

对全镇农业生产情

况进行了梳理后发

现，当地务农人员以

中老年人居多，新技

术采纳速度明显低

于吉林省中部地区，

作物新品种更新换

代慢，水稻主栽品种

还是 10 年前审定的

品种，导致粮食产量

连年徘徊不前；生产

中对自然灾害应对

的意识和能力弱，在近两年的极端气候条件下生

产遭受了极大破坏，很多农户甚至达到种地致贫

的程度。

郭金瑞意识到，提高农民科学种田能力、推广

良种良法配套技术是解决当地农业增产增收亟须

解决的问题，是解决因地致贫的主要手段。

一天两顿饭，早晚赶黑走

吉林省镇赉县噶什根原来是著名的盐碱土大

平原，吉林省农科院三代科研人员驻扎在噶什根

将一片寸草不生的碱巴喇变成今天的稻米鱼乡。

这次郭金瑞等三人来到老头沟镇，心里早早地就

想好了，要弘扬噶什根精神，做好科技扶贫工作。

郭金瑞说，这半年来，每天都驻在镇里，扎在村上，

早已习惯了“一天两顿饭，早晚赶黑走”的生活。

在一次实地勘察中，郭金瑞发现当地有一个

由政府扶贫资金建设的牛场。建设之初当地对未

来的前景很看好，可由于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指

导，有些设计不合理，这个牛场竟成了当地的鸡

肋。了解到这个情况，郭金瑞和李旭与牛场的负

责人就天天蹲在牛棚里想办法，一蹲就是一小天，

浑身又湿又臭自己没感觉，可牛场什么时间开天

窗、开多长时间，多长时间除一次粪便，能达到除

湿排气还保温的效果，他们都精心计算，终于把牛

棚里温度和氨气浓度改良成了正常标准。

牛场好了，黄牛又出现了问题。经过几天的

观察，郭金瑞发现，由于缺少经验，黄牛的饲料配

比原来是牛场工作人员随意调制的。看到这个情

况，科特派们立即为牛场提供了科学的饲料配方，

并且连续几天到现场跟踪牛的增肥育肥情况。现

在牛场工人一看到科特派来牛场，全都激动地竖

起大拇指说：“干啥都得相信科学呀！”

改变农民意识，从根源上脱贫

延边大米好吃全国闻名，特殊的气候条件和

水质培育了优质的稻谷品质。老头沟镇有水稻田

13000 余亩，都是优质水稻生产田，但种植品种单

一，种植结构不合理，自然灾害频发，产量、品质都

难以保证。

郭金瑞告诉记者，作为科特派，在科技扶贫过

程中不会仅限于更新几个品种，推广几项技术，还

要转变农民的思想，为当地留下可以持续发展的

产业化发展链条，将当地的水稻形成具有明显特

色的稻米品牌，成为老头沟镇、龙井市甚至延边州

的一张名片。这可以带动当地农民致富，为吉林

大米品牌建设作出贡献。

老头沟镇还是吉林省的苹果梨之乡，但近

年来苹果梨市场价格下滑很大，果农的收益受

到很大损失。郭金瑞得知情况后，马上与吉林

省农科院果树所联系，邀请专家为果农提供技

术 服 务 和 支 持 。 得 知 有 的 农 民 要 调 节 种 植 结

构，他就从单位引进了谷子、高粱等作物新品种免

费发放给大家……

郭金瑞、刘亮、李旭三人每次面对农民时总是

有说不完的大白话，他们总说：“不要叫我们专家，

我们是农民的孩子，农村就是我们的家。”郭金瑞

告诉记者：“这次科技扶贫工作是我人生最大的一

次锻炼，我们十分珍惜有这次机会参加精准扶贫

一线工作。科技扶贫工作刚刚开始，但我们有信

心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郭金瑞：不怕苦，就怕好技术无用武之地

马维维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茨梨蓬……”在

这首布依族名歌的发源地——贵州省惠水县好

花红镇，佛手瓜产业正悄然崛起。

而 在 两 年 前 ，这 里 的 佛 手 瓜 还 只 是 零 星

种 植 ，远 远 谈 不 上 规 模 ，老 百 姓 更 多 的 是 靠

天吃饭。

随着贵州省农科院科技特派员李裕荣、林茂

等专家的接力，更多的科技资源在此汇聚。

如今，当地老百姓学会了科技种植佛手瓜，

并在瓜下种上了蘑菇，养上了蜜蜂，好花红镇的

立体农业初见成效。依托科技创新和产业扶贫，

好花红镇正构建起了一条可以为“种瓜群众”创

收上亿元的产业生态链。

眼下，虽是佛手瓜的空闲期，但好花红镇试

种的 20 亩大球盖菇已开始陆续上市。以每斤

6—8元估计，亩产值在六七千元以上。

““种瓜群众种瓜群众””也养蜂也养蜂
立体农业孕育亿元产业链立体农业孕育亿元产业链

何 春 本报记者 何星辉

好花红镇有着悠久的布依民族文化遗产

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蜿蜒而美丽的涟江河从镇

里穿越而过。目前，好花红镇下辖 5 个极度贫

困村。

2016 年初，李裕荣以贵州服务“三农”农业

专家的身份，从贵州省农科院来到好花红镇担任

科技副镇长。走马上任后，李裕荣发现好花红镇

有着种植佛手瓜的传统，但都是零星种植，无法

形成规模效应。“老百姓大老远挑到镇里卖，还不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因为市场行情不稳定。”李裕

荣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为此，李裕荣走遍了好花红镇 28个行政村，

展开了深度调研。

其实，好花红镇海拔适中、气候独特，发展山

区农业的潜力很大。但是，由于好花红镇地处深

石漠化喀斯特山区，春旱严重，因此，在佛手瓜种

植上，老百姓大多指望“靠天吃饭”。

要规模种植，首先就得解决灌溉的问题。因

为缺水，只能发动老百姓修建蓄水池，将收集到

的雨水进行净化后，经管网输送，对每一株佛手

瓜精准“打点滴”。

这样，不但节约了灌溉用水，而且能让佛手

瓜提早上市，卖个好价钱。

作为植物营养学的博士，李裕荣搞起这些轻

车熟路。

按照弄苑村贫困户周太恩的说法，一开始，

对于李博士的“滴灌”法，大家也半信半疑，不过

李博士并不急于说服大家，而是自己搞试点，结

果大家看到出效益了，也就都接受了。

更让周太恩感动的是，李裕荣还经常到村

里，手把手教村民种植佛手瓜：剪枝、疏果、施肥、

裹膜……因为有了李裕荣的指导，周太恩种植出

来的佛手瓜个头均匀、品相好看，更主要的是，这

样的佛手瓜在市场上卖得更好，亩产值达到了

5000元以上。

尝到甜头，周太恩流转了 20多亩土地，靠着

种植佛手瓜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而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弄苑村佛手瓜种

植面积达 3000 多亩，年均亩产值达 6 吨，人均纯

收入 6000元，户均收入超 3万元。

“打点滴”：
干旱山区不再靠天吃饭

不过产业发展起来了，老百姓也有犯愁的

时候。

弄苑村贫困户周太华说，有一年国庆节，

因为受学校、机关等单位放假的影响，加之天

气转凉、作物长势大不如前，佛手瓜的价格跌

得厉害。“当时价格跌到 1 毛钱 1 斤，半个月时

间，几千斤佛手瓜才卖了几百块，还很难卖。”

周太华说，虽然后来在方方面面的帮助下，他

家的 10 余亩佛手瓜得以卖了出去，但也提醒

他们不能只管埋头种瓜。

这事对李裕荣的触动很大。有没有一个办

法可以让佛手瓜不那么集中上市呢？

李裕荣想到了建冷库。可钱从哪来？李裕

荣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开始四处“化缘”。最

终，他争取到了一笔 50万元的项目资金，在好花

红镇开建一个 600立方米的冷库。

李裕荣的设想是，等冷库建成投用后，当佛

手瓜价格低迷时，可以成批冷藏，待价格回暖再

出手，实现错峰销售。

为了最大限度放大佛手瓜的经济价值，李裕

荣还请来了贵州省农科院名誉院长李桂莲，在李

桂莲和项目团队陈之林博士、文林宏研究员等人

的帮助下，开始利用佛手瓜瓜棚下的空地，尝试

培育大球盖菇。

作为食用菌新品种，大球盖菇是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向发展中国家推荐栽培的特色蘑菇

品种之一，近几年才进入中国市场，具有非常广

阔的发展前景。

建冷库+种蘑菇：
亩产值轻轻松松过万元

走村串寨的李裕荣，时不时把专家“请进

来”。他先后邀请了贵州省农科院专家李桂莲、

省农委蜜蜂专家徐祖荫、贵大核桃专家潘学军等

来到好花红镇，为当地脱贫攻坚把脉。同时，李

裕荣还带领镇、村干部“走出去”，到平坝县、安龙

县等地考察水果、蔬菜、食用菌、菌草等产业，借

鉴经验。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好花红镇以佛手瓜

种植为纽带，构建起了一条产业生态链。如今，

在佛手瓜空闲期，老百姓开展三季蔬菜种植，瓜

下立体栽培大球盖菇、养殖蜜蜂……形成了“菜

—菜—菜”和“瓜—菌—蜂”立体高效种植模式，

带动了 460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户均增收超过

2.4 万元，仅仅佛手瓜销售就获得了 1100 多万元

的经济效益。

为了进一步扩大扶贫范围，让更多贫困户享

受科技创新成果，贵州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团队

林茂博士作为好花红镇新一批接力的科技特派

员，组织团队黄道梅、蒋力、孟繁博、郑秀艳、周文

才等科技特派员，通过技术入股+现金入股的方

式，引领贵州好花红布依创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

佛手瓜产业拓展。

在李裕荣等人的推动下，好花红镇的佛手瓜

实现了种植、收购和销售的三个统一，订单农业

为老百姓解决了后顾之忧。同时，随着加工厂的

就地加工，面条、榨菜、饮料、休闲食品等佛手瓜

系列产品面世，有效延长了佛手瓜产业，提高了

佛手瓜产业链的附加值。

今年，好花红镇的佛手瓜种植规模将从去年

的 6000 亩扩大到 15000 亩，涉及贫困户达 800

户，预计经济效益超过 1亿元，300户建档立卡精

准脱贫户可实现脱贫。为更大范围惠及贫困人

口，惠水县规划在全县石漠化山区将佛手瓜种植

面积扩大到 3 万亩，以带动 10 个贫困村、725 户

建档立卡精准贫困户、2492人脱贫，到 2020年人

均收入 8200元。

“请进来”+“走出去”：
带动460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南国春来早。记者近日在素有“桂东粮仓”之称的广西贵港市采

访春耕生产时，发现这里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一些已经抛荒多年的

农田，正重新变成丰产的稻田。

梁勋日是广西贵港市平南县有名的种粮大户，今年又扩大了承

包田面积。在遥望村，正忙着育秧的他告诉记者：“今年包了 610 亩

水田，其中有 180多亩是以前抛荒的。”

梁勋日指着一片平整好的农田说：“这片地过去撂荒了好几年，

长满了杂草。我租过来两年就变成高产田了。”

啥原因导致了撂荒？梁勋日说：“过去这里地势低洼，分属十几

户人家，因为修排水渠达不成一致，经常被淹减产，就撂荒了。我租

过来后，雇了大型机械修水渠整地，头一年产量还不行，转过年来就

丰收了。”

记者了解到，由于近几年国家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催生了一

批种粮大户，这些大户有实力修建农田水利工程，改造中低产田，使

得过去一些农民弃之不种的差地得以重生。

港北区庆丰镇新圩村种粮大户曾允科也承包了 30 多亩撂荒

地。他告诉记者，为了修整好这些地，他用大型旋耕机深翻了两次，

花几万块钱修排水沟，现在这些地跟周围的好地没啥差别。

曾允科现在种着 500多亩地，购买了水稻种植的全套机械，从耕

地、育插秧到收割、烘干，全程机械化作业。他还和其他村民一起创

办了贵港市港北区正能量农机专业合作社，为周边农户提供农机作

业服务。曾允科说：“现在还想扩大面积，就是租不到地，要有撂荒

地，有多少我要多少。”

近些年，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农机补贴、农民专业合作社扶

持政策持续发力，在南方稻区，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据贵港市农机

局局长谭绍荣介绍，贵港市水稻生产机械化率已达到 83%，“有了规

模化种植和机械化，很多地就不会撂荒。”

桂平市南木镇洛连村种粮大户邓超勇承包的 500 多亩地中，有

300多亩是曾经抛荒的。邓超勇说：“抛荒地比其他地每亩租金便宜

100多元。改造好了，产量一点都不低。”邓超勇承包后小块并大块，

花钱除草、翻耕、平整土地、修缮排水渠。他说：“现在这些土地产量

都很好，一亩杂交水稻能产 1000多斤。”

贵港市农业局局长冯艺介绍，现在农村一家一户小规模种粮越

来越少，大户越来越多，农民都会算规模效益账。2017 年贵港市新

增水稻、农机专业合作社 156 家，种粮大户 906 户。随着粮食生产规

模化、专业化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抛荒地逐渐“绿”了起来。

（以上均据新华社）

广西平南：
春风吹绿“抛荒田”

千亩桃林，树上小果初结，树下鸡鸭成群。

“每天有二三千人上山观赏桃花。”闽西武平县城厢镇尧禄村支

书钟兰英说，“我们村种的是鹰嘴桃，六七月来采摘果子的人比看花

的人还要多。”

尧禄是环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4A 级景区的五村之一。

近年来，武平发挥梁野山生态优势和近城优势，实施环山五村联动发

展，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

受益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武平绿水青山无处不在，森林覆盖率

达 79.7％，成为福建首个“中国天然氧吧”，梁野山的负氧离子浓度最

高时达每立方米 9.7万个。

好山水引来八方客。紧邻梁野山核心景区的云礤村捷足先登，

2013 年起将美丽村庄建设与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办了 30 多家“森林

人家”，去年接待游客 90万人次，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2.3万元，远高于

其他 4个村。

昔日“有女不嫁”的穷云礤，成为富裕村，再次印证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然而，“一花独放不是春”。“‘五朵金花’与景区、城

区有机联动，才能最大限度释放梁野山生态核心竞争力，实现乡村振

兴。”县委书记陈厦生说。

2016年起，武平整合资源，捆绑投入，通过产业培育、景区提升、道

路互通、文化植入、电商融合、机制创新等措施，培育“五朵金花”。目前，

梁野山5A级景区创建正稳步推进，五村道路互通工程接近尾声。

“花开五朵，特色鲜明。”城厢镇党委书记钟桂林说，云礤、尧禄、

东云、东岗和园丁村根据各自优势，差异发展，分别打造云中村寨、客

家桃源、淘宝客都、开心田园和十里花廊。

14 亩标准大棚里，袖珍西红柿和草莓点缀在一片绿叶中；大棚

外数十亩百香果生机勃勃。

“我去年来东岗承包了 100 亩地，部分已开始搞采摘，行情不

错。”梁野山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才英说。

东岗村坐落于即将竣工的县城通往梁野山景区大道旁，2000 多

亩经过整理的农田，成为开心田园的重要基地。吴才英看中“五朵金

花”发展前景，从邻近的万安镇前来投资。她的“知音”越来越多。

两年前，长期在外做建筑工程的钟正东回到东云村，在诸高岭建

设总投资逾亿元的 2000 多亩休闲观光生态农庄，目前已种下猕猴

桃、树葡萄、脐橙、油茶、彩梅等，林下种养开始起步，水上乐园建设和

山顶古城墙开发也在加紧筹划。

“梁野山生态好，水果还没挂果，果苗就很抢手，正好以短养长。”

钟正东说，现在村里六七十岁的健康老人都可以到农场找到活干。

网上卖水果等，是钟正东的一条重要销售渠道。东云规划了电

商一条街，目前已有 15户电商入驻，致力将全县土特产行销全国。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产业融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钟桂

林说。

福建武平：
好生态育出“五朵金花”

乡村振兴

“目前蘑菇还没开始采摘，预订电话就络绎

不绝。”六马村的村支书陈世贵说，他家试种了 5

亩大球盖菇，现在看来销路根本不愁。眼下，走

进陈世贵家的佛手瓜棚，在一堆堆稻草的遮蔽

下，大球盖菇成群结队地争相生长，一眼望去宛

如童话故事里的蘑菇房。

“大球盖菇采用玉米秸秆、巨菌草等草料做

基质，生料种植，不需大棚，完全不施化肥，不打

农药，投入产出比高，种植原生态、无污染，可以

生吃。”李裕荣介绍，经测产，佛手瓜架下种植大

球盖菇，亩产超 1000 公斤，一旦得到市场认可，

两项相加，亩产值轻轻松松可超万元。

特有范儿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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