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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乡村振兴

特有范儿

这几天，四川苍溪县龙山镇漫山遍野的红心

猕猴桃正长势喜人，即将进入成熟期。当地农业

部门预计，全镇红心猕猴桃产量将达 3000 吨，产

值近 3000万元。然而就在今年初，龙山镇和近邻

乡镇一度出现了猕猴桃溃疡病。关键时刻正是一

位科技特派员让这里的红心猕猴桃“逃过一劫”。

他就是苍溪县科技特派员、农业经济师、龙山镇农

技站站长向建国。在他看来，科特派不仅是科学

技术传授员，也是农业政策宣传员、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的教导员、带领农民转变思路的指战员。

用脚步丈量村民致富路

“今年是先锋村脱贫关键的一年，到底发展怎

样的村集体产业才

能带领全村脱贫致

富？如果确定了产

业发展目标，可我

们的农业知识不全

面，技术又不娴熟，

如何将产业发展好

呢？”今年初，苍溪

县龙山镇先锋村书

记白凯，抛出了这

个困扰先锋村集体

产业发展很久的问

题。而白凯提问的

对象，正是向建国。

“要因地制宜

规划先锋村的产业

发展，只要老百姓

肯 干 、愿 干 ，我 们

一 定 会 给 他 们 带

来想要的技术，在科技支撑上的跟踪服务，我觉

得早日实现脱贫并不难。”向建国思索片刻后坚

定作答。

随后，他作为科技特派员和驻村农技员，扎

根当地，因地制宜找寻产业发展的方向。最终，

他与村组干部、驻村工作帮扶队经过一个多月

的实地勘查走访，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

上，提出了建立村集体经济产业园，并选址在村

七组的“园艺场”。

“那里地势平坦、海拔高度适中、日照时间

长、水源有保证，而且占用耕地少，没有征地纠

纷 ，是 产 柑 桔 的 好 地 方 ，科 特 派 选 了 个 好 地

方。”白凯说。

接下来在产业园建设中，向建国又战斗在一

线，从推选柑桔品种到举办技术培训班、现场示

范指导，产业园内处处活跃着他的身影。仅半

年时间，这片曾经的荒草坡，已被规划为村科技

示范基地。

富了“口袋”也富了“脑袋”

“科技特派员+公司+基地+贫困户”,是苍溪

县龙山镇在实施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工程、对接技术需求贫困户时探索出的新模式。

向建国说，该模式下科技特派员以村为单位与公

司、专业合作社、园区协商，安排贫困户去公司、专

业合作社、园区等工作，科技特派员则免费为公司

和专业合作社作技术指导,不仅贫困户可以边工

作边学技术,自身也能有稳定的收入。

依托这一扶贫新模式，向建国总结了“上好培

训课，引好致富路，技能培训手把手，跟踪服务到

田头”的“工作经”。运用集中培训、现场示范、田

间指导、市场分析等方式，向建国带领农业技术人

员 30 多名，开展农业扶贫进公司、专业合作社作

技术指导 60余场，300多户贫困户直接受益，既让

贫困户富了“口袋”，也富了“脑袋”。

今年 3 月至 4 月间，向建国通过“四川科技扶

贫在线”平台了解到，农民咨询的大多是“怎样预

防猕猴桃溃疡病的发生”“溃疡病发生后应采取什

么措施”等问题。

“是不是红心猕猴桃溃疡病大面积暴发啦？”

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

来到各地田间地头查看猕猴桃患病灾情。而现

场情况果然如他所料。随后，他一方面联系相

关猕猴桃技术专家进行交流，邀请他们到溃疡

病高发区进行技术指导，提升当地猕猴桃溃疡

病的防控整体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向相关管理

部门申请药物防控，带领农业技术员给各村及

时分发防控药物、深入各村举办技术培训班并

现场示范指导。最终，当地猕猴桃溃疡病及时

得到控制。

“当上科技特派员后，在各地奔波、穿梭，只是

工作的开始，在以后更长的时间里，我还要帮助更

多群众提升农业技术知识。”向建国说，通过发展

农业产业脱贫致富，带动农户走上科技兴农、科技

创收的发展之路，必须一步一步地“干实事”，一件

一件地“解难题”。

不仅传授技术、宣传政策，还带领农民转变思路

向建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教导员

通讯员 范家邦 唐敏罡
本报记者 盛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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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境内的蒙顶山上，一垄垄整齐的茶树青

翠欲滴。雅安市名山区红岩乡青龙村村民张怀莲正在自家的茶园里

忙活，她一边娴熟地做着示范，一边对一旁的记者说：“要采一芽一

叶，叶子不能太大，大了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张怀莲家有十亩茶园，前些年一亩茶园收入 3000 元左右，如今

一亩茶园收入增加到了 5000 元。张怀莲高兴地说：“多亏了善品公

社的袁老师帮忙。”

张怀莲口中的袁老师，叫袁桂平，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是中国

扶贫基金会电商扶贫项目部的项目专员。袁桂平告诉记者，善品公

社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一个电商扶贫品牌，致力于农产品上游

深耕、品牌运营和市场整合。

经过一年的探索，中国扶贫基金会创造性地摸索出“以合作社为

组织基础、善品公社为统一品牌”的电商扶贫模式。该模式生产端以

农村合作社为组织载体，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整合起

来，解决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的问题；善品公社还通过合作社建立社

员的利益制约和激励机制，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产品质量和利益分

配问题；最后，以合作社统一管理经营为基础，不断致力于提升服务

水平，打造统一的农产品品牌，直接面对消费者。

袁桂平说，他会经常关注茶农的采收情况，严把质量关，并不时

给予他们相应的技术指导。茶农采收后，由善品公社组织统一采购、

生产。待茶叶销售后，茶农能得到相应的利润分成。

为了更好地解决茶农的后顾之忧，善品公社还与国际知名公司拜

耳打造“Tea贴入微|拜耳携手善品公社”公益扶贫项目，邀请拜耳中国

作物科学的员工为茶农进行农业生产相关知识指导。双方联合推出拜

耳定制款“蒙顶甘露”，通过在公司内部发出义卖招募，为雅安蒙顶山茶

农筹集善款，支持当地农业发展。拜耳中国相关负责人透露，将来会利

用公司自身的农业技术特长，给当地茶农更多的技术支持。

四川蒙顶山：
打造农村产业扶贫新模式

本报记者 彭 东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的设施农业大棚里，一种当地少见的植物到

了采摘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客商前来观

赏、洽谈。

“紫苏这种植物能在我们这里火起来，真让

人想不到。以前我们当地就没有这种东西，现

在我们在这里打工，每天采摘十公斤紫苏叶子，

一个月就能收入 3000 多元，这多亏了内蒙古科

技特派员包迎春。”赛罕区农民焦明明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路 霞 本报记者 张景阳

紫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史，但由于地

理和历史原因，紫苏在内蒙古却十分罕见，更没

有被当做产业发展起来。

2015年，从日本回到家乡的包迎春与丈夫包

万柱共同创立了内蒙古万春鑫专业种殖合作社，

从而拉开了呼和浩特紫苏产业发展的帷幕。仅

仅三年，紫苏产业就在呼和浩特发展壮大，这与

夫妻二人多年的海外工作经历密不可分。

十年前，包迎春在日本供职的单位是当地

的农业生产销售部门，其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农

业生产技术给她触动很大。“那里的农业很发

达，大到生产销售，小到细枝末节，科技无处不

在，特别是在紫苏的种植上，我学到了很多东

西。”包迎春说。

我国提出创新驱动战略以后的那几年，国

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他们最终下定

决心回国发展，从事紫苏的种植销售。包万柱

说：“内蒙古没有这个植物，但是目前这种作物

在国际上需求量很大，对我们当地来说又是一

种全新的亦菜亦药的作物，市场前景很不错。”

在家乡成立合作社后，包迎春凭借着在国

外对紫苏的了解和回国后的刻苦钻研，很快在

种植技术上有了建树，并被聘为呼和浩特科技

特派员。

“我们根据内蒙古环境污染小、温差大的实

际，因地制宜创新了轮作方法，采用了每 25棚轮

作种植的方式，即每个大棚一年种植 4 个多月

后，土地修养一季后再继续种植，事实证明，这

样的方法既保证了土壤的养分，种出的紫苏品

质也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包迎春介绍说。

海归科特派，开创新产业

近几年来，呼和浩特市的设施农业在科技

特派员制度、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制度的推动下

有了长足发展。包迎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将合作社基地选址在赛罕区七圪台村。“当地的

地理条件、政策环境更有利于这个产业的发

展。有了基础的保障之后，将一个新兴产业盘

活做大，种植技术最为关键。”包迎春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包迎春选定的是最受市场青睐的白紫苏品

种，为了在种植技术上一步到位，她专门从日本

聘请紫苏种植专家组成团队来呼和浩特进行现

场指导。但是在紫苏产业较为发达的日本，这

种作物是一年两茬，可采摘 6 个月，而七圪台村

当地的土壤呈盐碱性，营养跟不上，实现 5 个月

的采摘期都十分困难。

面对新兴产业面临的阻梗，包迎春会同日

土办法新用法，破解生产瓶颈问题

“一种新的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在解决了

技术问题后，市场就会成为关键，根据自身条件

和产品特性，将市场定位在哪一个层次，将直接

关系到产业成败。”包万柱带记者参观包装车间

时说。

根据产品自身的品质和对紫苏在国外市场

的了解，包万柱认为，将合作社的紫苏成品对准

海外市场，将对产业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依靠自己在日本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和市

场信息，夫妻二人很快在销售方面与日本签订

了订单农业合同，每周发送鲜叶 200 万张，最低

不得少于 50万张。

“在 5月中旬后到 11月份前这段时间，气温

适宜紫苏快速生长，以我们基地目前的种植规

模，每周最多只能发送 2 批 100 万张鲜叶，每次

500 公斤左右，每月出口五吨，产值在 25—28 万

元人民币，远不能满足定单的需求。”包万柱告

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万春鑫合作社目前有 54 个大

棚，海外市场仍供不应求。对此，呼和浩特市科

技局协调赛罕区政府快速进行土地流转整合，

计划在今年成倍扩大合作社种植规模，并制定

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吸引

当地农民入社参与种植。

此外，合作社还在基地陆续建设了完善的

紫苏出口加工产业链。采访时记者在合作社加

工车间内看到，人工采摘的紫苏叶在这里经过

清洗、精选、包装等多道工序处理后，按照不同

品级进行精细化捆扎分类，等待着售出国门，目

前车间日加工紫苏叶 300 多公斤。车间工人王

俊清特别向记者强调：“由于海外市场对产品质

量的要求很高，我们的成品紫苏叶包装都是在

无菌环境下进行的。”

谈到今后的发展，包迎春告诉记者：“紫苏

除了做茶之外，还可以做酒、做饲料，为了延伸

紫苏种植的产业链，提高其产品附加值，我们现

在正在寻找相关的合作企业。今年，公司准备

将紫苏茶的生产企业引入到基地，这样就可以

进一步扩大紫苏种植规模，发展更多的村民加

入到这一特色产业中来。”

今年，万春鑫专业种植合作社正式成为内蒙

古自治区首家拥有自主紫苏种植基地、并获批进

出口资质的特种蔬菜种植加工企业，包迎春团队

开创了紫苏产业在内蒙古落地发展的先河。

目前，合作社种植基地的二期和三期项目

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规划建成后，将带动设

施 农 业 种 植 面 积 约 500 亩 ，带 动 周 边 农 户 近

1200 户，直接安排农业就业人口 300 余人，当地

农民都高兴地说：“这个新型产业，将带领大家

敲开致富之门。”

准确定位市场，提高产品附加值

本专家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使用喷灌改良土

质的同时，改变茬口时间，缩短种植周期。“由于

紫苏的适应性强，在我们的技术推动下，白紫苏

生长不到一个月后就可以采摘，最大限度地降

低了种植成本，也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包迎

春说。

紫苏长势好不好，除了地理条件之外，还有

一个关键技术就是控花。包迎春介绍：“紫苏在

长出三到四片真叶时，就开始花芽分化，一旦光

线控制不好，紫苏生长一个月后就开花，也就失

去了它的商品性。”

追求高产量和高质量，就需要抑制花芽分

化。为此，包迎春研究团队创新种植方法，在大

棚里安装了日光灯，根据季节的不同需求，在夜

间进行人为补光，延长光照至 16小时以上，就能

很好地抑制花芽分化，增加叶数和产量，从而延

长采收时间。这种土办法的新用法，彻底解决

了紫苏生长的瓶颈问题。

他们用一株草他们用一株草，，敲开了塞北致富门敲开了塞北致富门

正值饲草繁茂的五月，王国良特别忙。

在济南北部的济阳县太平镇，这位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所（简

称持发所）草业室主任正忙着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同行——来自中

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所、兰州畜牧兽药所、山东省畜牧总站、山东

省农科院“粮经饲”创新团队等一众专家要观摩所里的牧草新品种。

观摩现场，他将所里正在推进的实验向大家一一“晒出”：饲用燕麦

引种评价试验、紫花苜蓿引种评价试验、饲用小黑麦引种评价试验、苜蓿

磷肥与密度试验、苜蓿玉米套种试验、柳枝稷新品种选育试验……

长期以来，山东牧草行业存在着一对矛盾：一方面，全省奶牛、

羊、肉牛存栏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但另一方面，饲喂全株青贮玉米及

优质牧草的奶牛仅占 30%左右，肉牛、肉羊不足 10%。王国良笑言，

“勤劳能干”的牛儿没牧草可吃，成为它们不得不承受的痛苦。

优质饲草缺口巨大，供需两极分化严重。这些市场需求点便是

科研出发点。

这几年，持发所依托国家牧草产业体系东营实验站，先后引进

75个国内外紫花苜蓿品种、28个饲用燕麦新品种、8个饲用小黑麦新

品种以及一批青贮玉米、饲用高粱、高丹草等饲草新品种；集成了“饲

用小黑麦—青贮玉米轮作”“饲用燕麦—青贮玉米复种”“夏季苜蓿田

套种青贮玉米”等高效饲草种植模式，并在东营、滨州、济宁、济南建

立试验示范基地近万亩，将一门“小学科”做成了大产业。

王国良与牧草打了十几年交道，脑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牧草：

紫花苜蓿是“牧草之王”，是奶牛养殖的首选，是可维持和提高乳脂率

的重要粗饲料；饲用燕麦适口性好，为各类畜禽所喜食，只是国产燕

麦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每年需从国外大量进口；饲用小黑麦是硬粒

小麦与黑麦的杂交种，兼具两者优点；饲用玉米最适宜作青储饲料，

且种植面积大……

“发展饲草要打‘组合拳’，用不同品种组合成‘营养套餐’，满足

多元化市场需求。”这是王国良的经验，也已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不过，即使手握重磅新品种，王国良和同事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还有“四大挑战”等待着他们。“当前社会，重粮经轻饲草，饲草的

社会认知度还比较低；传统养殖‘耗粮型’家畜占主流，草食家畜占比

低；饲草生产水平低；科技创新支撑能力还比较低。”王国良说，改变

传统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但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搞好研发、推广，拿出

好用的成果应对挑战。

勤劳的牛儿没草吃？
科学家送上“饲草大餐”！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王祥峰

向建国为先锋村集体经济产业园选址 范家邦摄

紫苏，一年生草本植物，具有

特异的芳香，叶、梗、果均可入药，

嫩叶可生食、做汤。在日本、韩国

及东南亚国家，紫苏叶是不可或

缺的食材。

志愿者在雅安参与志愿者在雅安参与““TeaTea贴入微贴入微||拜耳携手拜耳携手
善品公社善品公社””公益公益扶贫项目扶贫项目 彭颖彭颖摄摄

包迎春包迎春（（左一左一））指导工作人员进行紫苏叶包装指导工作人员进行紫苏叶包装 路霞路霞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