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凯达恒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凯达恒业”）董事长刘长安又一次来到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自 2015 年以来，他就成了这里

的常客，平均每个月要去两三次。

去年 9 月，凯达恒业在乌兰察布的新工厂

正式投产，每年可加工马铃薯总量 16 万吨，年

产值收入达 6.4 亿元以上。让他更为欣慰的是，

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他通过订单扶贫，他带

领周边农户种植马铃薯 3 万亩，每户平均增收

5000 元 到 9000 元 ，其 中 包 括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000 户。目前，投资建设的新工厂二期规划也

已经完成。

从考察到建厂，仅用了
四个月

此前，“生意人”刘长安想得更多的是企业如

何 赚 取 更 大 利 益 。 走 上 扶 贫 路 是 在 2015 年 5

月。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刘长安报名参加了

由京蒙对口帮扶挂职干部团队组织的“京蒙合

作项目对接会”。

“去之前也没有特别具体的想法，后来在会

上听北京去内蒙古的挂职干部介绍当地的马铃

薯滞销，只能卖到两毛钱一斤，连成本都不够。

我们凯达恒业就是做马铃薯加工的，当时一个

比较简单的想法就是帮忙消化这些马铃薯。”刘

长安回忆说。

在帮助销售内蒙古乌兰察布马铃薯时，刘长

安发现，乌兰察布素有中国薯都之称，平均每年

马铃薯种植面积 400 万亩以上。当地自然条件

好，所产马铃薯品质优良，但是种植方式还是以

各家各户种植为主，规模化种植比较缺乏，设施

农业条件不是特别好，大部分仍是靠天吃饭，而

且缺乏营销手段。同时，按照凯达恒业的发展

战略，该公司也有在外地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

想法。此时，刘长安萌发了在乌兰察布建厂的

初步想法。

最终，经过 4 个月的市场考察和分析后，当

年 11 月份，凯达恒业决定投资 5 亿元在乌兰察布

建厂。

龙头企业的带动，让普通小土豆成为当地经

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的“黄金豆”的马铃薯深

加工的大项目拉开序幕。

为了建厂，抵押了全部
家当

5 亿元不是个小数目。怎样才能筹措到这

一大笔资金呢？他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眼睛红了，身体瘦了。为了筹措资金，他不光把

公司的所有资产全部抵押贷款，同时还把自己

家、亲戚家的家当也拿来做抵押。职工们看到

他为了筹措资金累得精疲力尽的样子，自发行

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就拿房子给公司做

贷款抵押。人心齐，泰山

移 ，在 大 家 的 共 同 努 力

下，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筹齐了建厂资金，保证

了项目的按时开工。

为 了 使 新 工 厂 早 日

建成和投产，刘长安和他

的团队，分秒必争，从第

一次对接到签约只用了

20 天，从签约到开工也只

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为 了 打 消 种 植 户 们

的顾虑，“我们过去后，减

少了中间商，直接和当地

政府对接，让他们帮忙组

织种植大户。然后召开

座谈会，向大户们介绍我

们企业的情况，并且带他们去凯达恒业其他的

基地参观，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模式。”刘长安说。

以前种植靠动员，现在
农户主动加入

通过这些措施，部分种植户开始和凯达恒业

签 订 合 同 。“ 我 们 经 过 测 算 ，按 照 一 亩 地 盈 利

2000 元的价格收购马铃薯，这样一来，马铃薯的

售价基本可以达到每斤七毛到九毛之间，比之

前大幅提高。”刘长安说。

“现在已经不用我们去动员大家种植了，都

是农户主动来找我们想加入，因为大家切实看

到了好处。”刘长安高兴地说，“小土豆已经成了

当地农民致富的‘黄金豆’。”

同时，为了做到精准扶贫，凯达恒业根据当

地扶贫办提供的材料，组织专员挨家挨户走访，

并让经销商、合作社等落实到各户。

总结几年的扶贫历程，刘长安坦言，在乌兰

察布建厂确实会增加一些成本，比如对贫困户

的跟踪、照顾，让利给经销商及合作社激励他们

扶持贫困户、自己全部承担经营风险等等。“但

我从来没后悔过。扶贫是国家现阶段的硬任

务，我们尽一份力感觉很自豪。”刘长安说。

订单扶贫，他让小土豆变成“黄金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 53团良种连党支部书记宋曼曼，最近

多了一个图木舒克市盈收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监事长的身份。

6月 25日，站在职工朱谷泉家的梨树地里，她自信地给科技日报

记者介绍梨树的生长情况。

“十三五”期间，53 团将重点打造 3 万亩优质香梨生产基地。良

种连每个职工分了 30亩地。这里的优势产业是林果业，职工多年来

种植红枣和香梨。这里生长的香梨糖分高，果肉酥脆，在市场上获得

越来越多的认可。

为扩大良种连红枣和香梨的市场，4月，宋曼曼组织 42名职工成

立了图木舒克市盈收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她在合作社里任监事

长，而理事长则是由有着多年梨树种植经验的连长林云担任。

“成立合作社，我们希望从红枣和香梨的种植、管理、销售等等环

节趟出一条抱团发展的路子，团结更多职工，种植绿色有机的果品，

用品质赢得口碑，打造良种连的特色品牌。”宋曼曼说。

今年，良种连 4 年前种下的梨树开始挂果了。“新疆香梨的市场

行情不错，相信今年合作社职工香梨亩均收入能过千元。”宋曼曼说。

沐浴在兵团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的春风里，在兵团所有的团场中，

新兴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图木舒克市盈收农民种植专

业合作社只是兵团连队众多合作社中的一个。

农业经营合作社的兴起，为团场改革和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很多经营良好的合作社通过“公司+合作社+社员”“客户+合作社+社员”

等模式，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让入社职工切实得到了实惠。

第一师 10 团 12 连多年种植棉花，如今，这里的 200 余名职工正

在享受着改革带来的红利。12 连党支部书记陈国钢说，2017 年 9 月

1 日，由 12 连职工组成的联桥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目前，131

名职工加入合作社。社员们将灌溉模式由“一膜三带”改变为“一膜

两带”，每亩地节约 333.4 米滴灌带，仅滴灌带一项每亩地约省下

116.2元到 134.2元。12连每个职工有 40亩地，每个职工在农资方面

可以省下 4928元到 5648元。

阿拉尔市丰采农机合作社拥有 400 余台播种机、采棉机等大型

农机，去年经营收入达 1000万元，合作社资产达 2亿元。“我们合作社

能够提供棉花种植全程的机械服务。”合作社负责人姚景和说，“今

年，我希望能够牵头成立第一师阿拉尔市的农机合作联社，继续扩大

规模效应。”

兵团职工闯市场有了“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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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操秀英

喂料口倒料、比重分选、称重包装……经过一系列种子加工

流程，一袋袋精选加工包装好的玉米种子“桂单0810”从生产线

源源不断下来，准备发往各地市场。

6月25日，在南宁明阳工业区的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玉米

杂交种子加工流水线，广西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副研究员滕辉

升拿起一袋还热乎的玉米种子，仔细查看。作为广西农科院派驻

的科技特派专员，滕辉升在兆和种业还有一个职务：公司副总经

理，负责抓产品生产与质量管理。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特派专员通过发挥纽带

作用，找准科研机构与企业发展的结合点，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和

技术，促进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滕辉升说。

到企业创新，去农村创业。通过科技特派专员和科技特派员

机制，广西农科院将新品种、新技术等资源直接配置到企业和农

民手中，推动科技成果迅速地走向农村大地。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从之前每年销售种子量 15 万斤到现在的

300 万斤以上，资产从一开始的 500 万元猛增至

现在的 1.96 亿元，广西兆和种业公司逐渐成为

服务“三农”的“生力军”。这些显著的变化，源

自于科技特派专员的到来。

“科技特派专员制度让我们实现双赢。一

方面科技人员通过企业锻炼，推广农业科技更

加具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科技特派

专员的带动，可以更加便捷寻找到所需的新品

种新技术，提高服务三农发展的能力。”广西兆

和种业公司董事长何懿说。

在兆和种业，滕辉升指导企业进行新品种

展示、试种、示范等推广工作，2015 年至今在广

西区内外共展示、试种、示范的玉米新品种 100

个，示范面积 1000 多亩。其中“桂单 0810”推广

种植面积连续 3年达 100万亩以上，成为广西区

内单一品种播种面积最大的玉米新品种。

2012 年，广西农科院出台了科技特派专员

派驻企业暂行管理办法，通过派驻高级科技人

员到企业全职任职，将农科院的新品种和新技

术带到企业，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科技支

撑。为了区别以往直接服务三农的科技特派

员，他们给派驻企业的科技特派员起了个专门

的名字“科技特派专员”。

保留原聘任职称和行政级别不变；享受同

级别人员同等财政工资、福利待遇……为调动

科技特派专员的工作积极性，消除他们的后顾

之忧，广西农科院健全了激励机制和长效机

制，推动科技特派专员从“常下乡”转变为“常

在乡”。

“工作业绩突出的，在同等条件下，在项目

申报、技术职称（职级）评定时给予优先推荐。”

广西农科院成果转化处副处长陶伟说。

截至目前，广西农科院先后选派 16 名科技

特派专员分别进驻华润五丰、海南三亚海源等 9

家企业担任总农艺师、总经理、执行副总等职

务，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提供全程技术服务，一

大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

用，成为助农增收的一大“新法宝”。

在科技特派专员的推动下，一大批新技术

和新品种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给八桂大地

这片绿色田野增添了丰收的希望。

进企业，让科技成果快速走向大地

除了派驻科技特派专员进企业，广西农科

院还派驻科技特派员下农村、入农户，开展科技

扶贫和服务工作。

“刚刚收获的紫薯和加工的薯粉，都被抢购

一空。没有留下一点给你品尝，实在过意不

去。”见到老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居民芳

哥一脸愧疚。

老樊一脸不在意地摇摇头。芳哥眼中的

“老樊”，就是广西农科院副研究员、科技特派员

樊保宁。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融水，地处云贵高原

苗岭山脉。在融水大苗山，樊保宁指导当地百

姓掌握了红薯种植、加工技术，并注册成立了公

司，逐步扩大红薯新品种的种植面积，群众开始

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樊特派，你真是苗家人

的好兄弟！”当地群众感慨地说。

“我们强化人才、技术支撑，选派的人员均

是中级职称以上的业务骨干，以特派员所在团

队、派出单位作为后盾单位。”广西农科院党组

书记、院长邓国富说。

自 2015 年以来，广西农科院选派了 400 多

名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扶贫和服务工作，累计

开展科技服务 3200 多人次，开展技术培训 8.15

万人次；建立新品种、新技术核心示范基地 350

个，总面积 40 万多亩，展示新品种、新组合 430

多个。通过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直接创

造社会效益 130 多亿元，帮助农民科技增收 22

亿元以上。

一个个科技特派员，犹如一颗颗科技火种，

在八桂大地点燃了农民增收的星星之火。

到农村，点燃农民增收的星星之火

漫山遍野的毛葡萄，满眼新绿。在广西罗

城这个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岩溶面积占

全县总面积的 53%，乱石上随意攀蔓的野生毛

葡萄是重要的“资源”。

“毛葡萄全生育期病虫害综合防控要注意

什么？”“毛葡萄怎样施肥，如何修剪？”近日，在

罗城四把镇贫困村棉花村和集环村，由广西农

科院副研究员、科技特派员管敬喜和同事们一

起授课的毛葡萄技术培训会吸引了四里八乡的

技术骨干和个体种植户。

广西农科院通过组织百名特派专家成立 10

个专家组，深入全区贫困市县，对接服务百家企

业产业科技扶贫，分片区联系指导贫困市县建

立示范基地，推广百项适用技术成果，帮助贫困

地区选准品种、选准技术、选准产业，推动技术、

人才、项目等要素资源向贫困地区集聚，促进贫

困地区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在专家的指导下，罗城毛葡萄推广面积达

7.5 万亩，其中 2800 多户贫困户种植毛葡萄近 3

万亩，毛葡萄产业成为罗城大石山区贫困群众

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如今在罗城，小小毛葡萄正在敲开贫困群

众的致富门，依靠这些石头缝里长出的“脱贫

果”，当地群众走上了致富之路。

目前，科技特派员指导的食用菌生产已

在 广 西 54 个 贫 困 县 实 现 了 100% 覆 盖 ，已 建

成 食 用 菌 生 产 示 范 点 152 个 ，2016 年 从 事 食

用菌生产贫困户人均收入约 5000 元；推广的

双季葡萄在贫困地区推广种植 5 万多亩，每

亩产值可达到 2 万元，成为扶贫开发的明星

产业。

“科技特派员工作任重而道远，广西农科院

将下足‘绣花功夫’，做好精准脱贫‘细活’，推动

科技特派员在农业科技服务中向基层延伸、向

产业延伸、向基地延伸、向经营主体延伸，积极

引领和推动农村科技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

改善、农民收入的提高。”邓国富说。

从生产车间到蔬菜大棚，从田间地头到大

石山上，广西农科院科技特派员不断播洒下科

技星火，点亮三农发展之路。

育产业，敲开贫困群众的致富门

乡村振兴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通讯员 成越越 本报记者 朱 彤

记者近日从河南兰考召开的全国构树扶贫工程现场观摩交流会

上获悉，为进一步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河南省提出将大力推进构树扶

贫工程，省财政每年将拿出 3000 万—5000 万元，对构树发展好的市

县进行奖补，努力将河南打造成构树产业的特色基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介绍，杂交构树是中国原创的、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非转基因树种，具有高利用率、高营养价值、耐采伐、适应

性强等特点，推广杂交构树对于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和推动农业供

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河南是畜牧大省，发展构树种植市场广阔，潜力很大。

目前河南省已种植构树 3.19 万亩，形成了组培、联苗、大田种植、饲

贮、深加工等全产业链，带动 2137 个贫困户实现年户均增收 8000 元

左右。预计今年河南构树种植面积将达到 5 万亩，2020 年全省构树

的种植面积将达到 20万亩。

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河南是中原大省，在农业产

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方面很有经验，希望河南将这些经验用在构树

产业的发展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据悉，兰考是国务院确定的构树扶贫工程试点县。目前，兰考将

构树种植与发展畜牧业相结合，形成了鸡、鸭、牛、羊、驴养殖和饲草

种植的“5＋1”模式，从打造完整产业链条、探索产业扶贫模式、出台

发展引导政策、开展工程技术研发四个方面着手，为全国构树产业扶

贫探路示范。 （据新华社）

河南大力推进构树扶贫工程

地处吕梁山脉的兴县，曾是晋绥边区首府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

在地，时人誉称“小延安”。作为贫困山区，兴县又曾位列山西省 35

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首。6 月 21 日，“蔡家崖号”旅客列车首

次从兴县蔡家崖村驶出，跨越吕梁山脉，开往山西省会太原。

“列车开通改善了老区人民出行条件，拉近老区与省会的时空距

离，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向老区聚集，为老区人民打开一扇脱贫致

富的‘新窗口’。同时‘蔡家崖号’列车的开通结束了兴县、临县、岚县

没有客运列车的历史，这些革命老区连入了全国高速发展的铁路客

运网络。列车班线可以让这三个县从文旅、旅游、经济等方面实现抱

团发展。”吕梁市委书记李正印说。 （记者王海滨）

“小延安”精准脱贫添快捷通道

刘长安(左一）在杂粮实验基地讲解科学种植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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