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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范儿

在江苏省滨海县滨海港经济区大尧村干部群

众眼里，今年 34岁的常州大学科技特派员彭小建，

是一个“大能人”。日前，科技日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在一年多时间内，彭小建先后为村里引进

近千万元项目资金，投资近 300万的大尧村粮食烘

干房钢结构厂房也正在建设……

洋硕士到扶贫一线

2004 年，彭小建从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

后，在常州大学工作至今。彭小建作为江苏省第

六批科技镇长团团员，曾在宜兴市挂职一年，被省

委组织部考核为优秀。如今，他的身份是江苏省

委驻滨海县帮扶工作队队员，担任滨海县滨海港

经济区大尧村党总支书记。

服从组织安排，到农村、到扶贫一线去，带领

当地干群共同实现脱贫致富。大尧村是一个距离

县城 50 多公里的偏远乡村，是省重点扶持的农业

经济薄弱村。全村有 3000 多亩土地，人口有 2923

人，其中 233人为低收入农户。

没有村办企业，村集体无任何资产积累，还由

于历史原因欠下 100 余万元债务。全村土地主要

种植水稻和小麦，人均种地年收入仅 2000 余元。

尤其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守的多为老弱病残

幼。村里不少道路仍是泥土路，村南村北被河流

相隔无桥梁，群众交通出行困难。

面对如此困难，如何来改变村里贫困面貌，打

赢脱贫致富攻坚战？这是摆在彭小建面前的一道

难题，也是一块要“啃”的“硬骨头”。

彭小建入驻大尧村后，经过走村入户和深入

调查研究发现，大尧村基层组织涣散，村书记多年

由镇上干部兼任，分身乏术，村党支部活动次数

少、间隔周期长，村党支部核心作用体现不出来；

村主任不是党员，缺乏监督，对党的优良工作机制

和工作方法贯彻不够，群众颇有意见；村干部互相

不团结，甚至互相“拆台”。

彭小建决定先从建强基层组织入手落实精准

扶贫。他借助村两委换届契机，将那些有文化、有

本事、靠得住、党员和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选进村

领导班子。紧接着，采取学习培训、调研观摩等形

式，帮助新村委班子成员开拓眼界、增强信心、提

高能力。

村级发展靠产业

彭小建清醒地认识到，村级发展必须靠产

业。但是，发展产业决不可盲目，要从实际出发。

于是，他决定利用周边地区对粮食烘干需求大、民

间资本承包粮食烘干房意愿强烈等优势，在大尧

村北流转一批土地，建设粮食烘干房。

彭小建为了这个项目，从项目立项到招投标，

从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到化解土地纠纷，他多次到

县扶贫办和农委、财政、国土等有关部门进行协

调，终于为村里争取到了近 300万的项目经费。

“我们仅靠这一个项目，预计将每年为村集体

带来不低于 20 万元的收入，此外，还有 10 余万元

收益，可专门用于为无劳动能力低收入农户增

收。”彭小建说。

为了未来发展，让村级经济强起来，村民尽快富

起来。彭小建依托常州大学的后方力量，用好科技、

人才、项目等各类资源，加快实施“脱贫致富工程”。

彭小建先后邀请国家“千人计划”外国专家、

澳大利亚葡萄酒和葡萄产业中心主任吉姆·哈迪

博士，国家外专局外国专家、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

全风险评估试验站站长曾令文博士等学校外籍教

授，来到大尧村考察，与当地政府领导商讨培育果

酒以及农业特色产业；常州大学与滨海县人民政

府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将重点围绕滨海沿海工业

园以及相关企业的需求，深入开展科技扶贫、精准

脱贫。

彭小建告诉记者，农业发展既缺技术，更缺人

才。今年，将重点针对存在的问题与瓶颈，计划在

常州大学举办精准扶贫培训班。同时，将为企业

引荐高层次人才、技术、项目，通过深化产学研合

作，彻底改变村里贫困面貌，助推滨海产业和经济

实现新发展。

“帮助一个经济薄弱村实现脱贫致富，不仅要

经济帮扶，还要精神帮扶。下一步，我们将在村集

体有了稳定收入后，重点建好大尧村党群服务中

心、留守儿童之家和村民休闲广场等一批民生项

目。此外，还将继续推进道路建设和村庄路灯亮

化工程，要让全村人民共享脱贫成果。”彭小建说。

如今，大尧村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新变化。

昔日杂乱不堪的村庄，已呈现出清雅俊逸的新风

貌；接二连三的项目开工，更是给村民带来了发展

的新希望。

海归“大能人”来了，杂乱不堪的村庄变了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李佳雯 陈园园

彭 丽 本报记者 盛 利

驻村还不到一年，长势喜人的石斛就化解了

何涛此前的担忧，也让村民吃上了脱贫致富的

“定心丸”。但何涛仍思考着如何在扶贫工作中

做出特色和有所创新。

“香菇、羊肚菌等为主的食用菌，也是当地

贫困山区的主导产业。但食用菌采摘后，菌渣

被村民随意丢弃，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如果能

把菌渣回收起来，再次利用就好了。”何涛动

起了脑筋。根据多年科研经验、结合本职单位

在秦巴山区的扶贫项目,她因地制宜地提出了

“麦—菌—药”一体化的资源节约型循环农业

产业扶贫新模式。

该模式是利用耕地先种植小麦，将小麦成熟

收获加工后剩余的麦麸与其他成分混合制作成

袋料菌包，用于种植食用菌，食用菌采摘完后，废

弃的菌渣再作为种植石斛的栽培基质加以回收

利用。这种通过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复合种植

的良性循环，既能提高小麦的利用率，又能对食

用菌的菌渣等农业废弃物作为新的资源再加以

利用。

目前，何涛已用菌渣作为栽培基质种植了

5000株石斛进行试验并获得成功，计划未来进一

步扩大示范面积。她表示，这种“麦—菌—药”一

体化的科技产业扶贫新模式如在当地落地生根，

将有助于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品安全的绿

色农业发展体系，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对症下药

因地制宜摸索扶贫新模式

“以前都是待在实验室里做做实验、写写论

文。”何涛说，参加扶贫工作不仅让所学知识和

研究成果有了用武之地，同时，在理论结合实

践的科技扶贫工作中，由理论到实践，再从实

践上升到理论，“使自己的理论知识进一步得

到了提高和完善。”

“ 村 民 特 别 淳 朴 ，与 他 们 同 吃 同 住 同 劳

动，感觉自己心灵得到了净化和洗礼。”令她

印象深刻的是，一年冬天她走访贫困户时，山

里下着大雨、路面湿滑，自己的鞋袜全部被雨

水泡湿浸透，一位村民见状赶忙将自己女儿

的新袜子拿出来让何涛换上。何涛心里特别

感 激 ，后 来 还 专 门 购 买 了 新 袜 子 还 给 了 村

民。“在贫困户家走访调查，村民都会热情地

挽留吃饭；去田间地头调研，村民还会主动用

摩托车捎上一程。他们把我当亲人一样，心

里暖暖的。”她说。

面对村民脱贫致富的渴望，何涛从不懈怠，

有时即使回成都办事，心还留在了当地。她利

用电话、微信或 QQ 和贫困村的干部和村民保

持联系，便于了解和掌握村里的情况以及石斛

长势。甚至当地山区每次大雨和暴雨后，她都

会提醒村里注意山崖和道路垮塌。

目前，何涛还在广泛开展石斛及中药材科

学种植的技术讲座和培训，编写石斛栽培技术

资料，随时接受种植户的咨询和答疑解惑；为

村里编写各类扶贫项目，争取协助贫困村能得

到更多的扶贫资金支持。“希望通过科技帮扶，

真正让贫困群众走上增收致富之路，实现精准

脱贫。这是我工作的原动力。”何涛说。

标本兼治

多渠道让群众走上致富路

石斛在民间有“还
魂草”之称。在秦巴山
区，种植“还魂草”成为
特色产业，还引发了一
种一体化的资源节约
型循环农业产业扶贫
新模式，给当地和周边
村民带来了致富希望。

日前，来自云南的羊肚菌两位种植专家实地考察和田墨玉县

加汗巴格乡恰尔巴格村后表示，今年 11 月将提供标准化的羊肚菌

栽培和管理技术在恰尔巴格村进行实验、示范种植，为新疆南部地

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和精准扶贫提供技术支撑。

这两位专家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永

平研究员和赵琪博士。他们受中科院新疆研究所之邀实地考察羊

肚菌种植的土壤及气候条件，以助力当地农、牧民扶贫攻坚。

恰尔巴格村现有 257 户家庭，共计 1074 人，贫困户 127 户，600

余人。这里的水土资源承载力低，耕地面积少、人口增长快，农业

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为核桃和水稻等农作物，农、牧民人均年收入

仅 3000 元左右。

这两位专家结合当地资料物候和土壤条件分析认为：可利用

每年 11 月至次年 5 月的土地闲置期，利用水稻田进行水稻—羊肚

菌轮作。

羊肚菌为现代人崇尚的天然、营养、安全、健康食品，是一种耐

低温真菌。其种植投资少、见效快，不与农争时、争地、争水、争肥,

与水稻实施“稻菌轮作”模式种植，既改良土壤、增加了有机肥，又

促进了水稻增产，实现了“稻菌”双赢，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对新

疆南部地区的脱贫致富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很大推动作用。

近 20 年来，昆明植物研究所利用我国丰富的羊肚菌种质资源，

通过物种演化、菌种选育、交配型基因等相关研究，既解决了生产

实践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又创新地发展出了羊肚菌种植实用核心

技术。迄今，这一技术在云南、新疆等 7 省区累计示范推广 1 万余

亩，单季每亩纯收入达 8000 余元。

（记者朱彤）

云南的羊肚菌远嫁新疆

“叮”，随着手机微信声音的响起，河南泌阳县赊湾镇农民余长

旺熟练地打开河南省“三区”科技人才协会微信群，回复群里学员

的问题。

“每天很多时间都在处理群里学员的问题，有农业技术问题，

还有商品交易信息，有时候通过微信解决，有时候通过电话解决，

解决不了的就请河南农大的老师帮忙。”河南省“三区”科技人才协

会理事长余长旺说道。这是河南省科技厅自 2014 年组织开展“三

区”科技人才培训留下的宝贵财富，目前已有 406 位河南省贫困县

科技带头人进入该群，通过网络连接着全省各贫困县的致富带头

人和河南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

按照科技部要求，河南省科技厅自 2014 年开始实施河南省边

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培

训工作，计划通过 7 年时间，在全省 53 个贫困县挑选 800 名农业科

技致富人才到河南农业大学进行专项培训，打造一支贫困地区的

科技人才队伍，为 2020 年河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三区”科技人才培训不同于通常的技术培训，它创新培训模

式，每年在全省 53 个贫困县各遴选 2 名学员参加培训，共 106 人，全

程参与该年度的所有培训环节。培训采取分段分期培训模式，全

年开办 8—10 期培训班，围绕河南省农业发展需求、贫困地区产业

发展状况和学员需求，每期设置不同培训主题，包括乡村振兴、农

业企业管理、农业创业、科技扶贫、农业政策法规、园区规划、粮食

安全、三品一标、产业技术等。通过长达 1 年的系统培训，让学员充

分掌握依靠农业科技脱贫致富本领。

河南农业大学目前已举办四期“三区”人才培训，共计培训学

员 420 名。

（记者乔地 通讯员杜家方）

“三区”科技人才培训有新法

江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日 前 印 发《江 西 省 国 民 营 养 计 划

（2018—2030 年）实施方案》，提出针对贫困地区实施营养干预行动，

将营养干预纳入健康扶贫工作。

该方案提出，因地制宜开展营养和膳食指导，有针对性开展各类

人群营养健康状况、食物消费模式、食物中主要营养成分和污染物监

测，针对改善居民营养状况和减少特定污染物摄入风险，研究农业种

植养殖和居民膳食结构调整的可行性，提出解决办法和具体措施，并

在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先行。

方案还要求，实施贫困地区重点人群营养干预，继续推进实施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逐步

覆盖全省所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鼓

励贫困地区学校结合本地资源、因地制宜开展合理配餐，并改善学生

在校就餐条件。

与此同时，江西还将持续开展贫困地区学生营养健康状况和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并定期评估干预效果，加

强对贫困地区儿童保健人员的营养知识培训，开展贫血率调查，鼓励

为贫困地区 6—24月龄婴幼儿补充辅食营养补充品。

（据新华社）

江西对贫困区进行营养干预

魏子村是典型的山区贫困村，刚到村里的时

候，何涛心里很发怵。“自己是带着任务来的，如

果不能帮扶村民脱贫致富怎么办？”走访贫困户、

技术培训、田间地头调研，是她早期驻村生活的

常态。通过走访，不仅对贫困户家庭情况和村里

的产业现状有了了解，也逐渐熟悉了山里的一草

一木。

驻村前，何涛已在中药材石斛的科研领域

“浸泡”了 10 多年。驻村后，何涛在魏子村前期

已引种金钗石斛的基础上，首先为当地引进了新

种源叠鞘石斛“川科斛 1 号”和“川科斛 2 号”，这

两个品种是成都生物所采用系统选育法经过 10

年时间从夹江山区人工栽培石斛群体中选育出

来的，并通过省级审定。以前主要在夹江当地产

区进行示范推广，何涛则计划将示范推广范围逐

渐扩大至国家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和乌蒙

山区。

去年 2 月，何涛冒着山区风雪亲自将 2 万余

元的叠鞘石斛送到魏子村，免费提供给村民栽

种。到了 6月，新芽萌发、老茎开花，千百年来民

把脉开方

新品种引领特色产业

这几天，在四川广元市利州区白朝乡魏子

村，一种郁郁葱葱长势旺盛的“仙草”正成为村民

们的致富“法宝”。“这季节，石斛正逐渐萌发新

芽，很快便可开花结果，繁殖生长。”看着长势旺

盛的石斛，一位村民喜滋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石斛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又名“不死

草”“还魂草”，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具有益胃生

津、滋阴清热等功效。如今，在魏子村这个位于

国家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秦巴山区的国家扶贫开

发的重点村，这种民间的“还魂草”，不仅成为当

地村民的“脱贫草”，还形成了以小麦、食用菌、石

斛为核心的“麦—菌—药”一体化资源节约型循

环农业产业扶贫新模式，成为带动当地、辐射周

边的特色农业产业之一。

改变的背后，是科技特派员、中科院成都生

物所副研究员何涛忙碌的身影——自 2016 年

11 月成为了当地的驻村科技干部以来，她的足

迹踏遍这个小山村的一草一木，一剂因地制宜

实施精准扶贫的科技扶贫“药方”，写在了广袤

的秦巴山区。

民间民间““还魂草还魂草””成村民成村民““脱贫草脱贫草””
间的“还魂草”成为了贫困群众的“脱贫草”。新

品种的引入不仅丰富了当地品种类型，降低了单

一品种种植带来的风险，还为周边贫困村和贫困

户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成为特色产业之一。通

过产业扶贫等措施，该村 17 户贫困户全部找到

了有效的增收途径，贫困户的年人均纯收入由原

来的不足 2800 元，到 2016 年年底增长为 5000 元

以上，村集体经济实现了零的突破。

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何涛与石斛何涛与石斛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石斛成农民致富法宝石斛成农民致富法宝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彭小建在大尧村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