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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去吧，我们不搞研发。”时隔十多年，

华南理工大学苏健裕博士至今记得初到企业时

面临的窘境。

2008 年，他作为广东省第一批企业科技特

派员，兴致勃勃来到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嘉应制药），却迎来当头一棒。他

没有退缩，而是从该企业“拳头产品”双料喉风

散的配料天然右旋龙脑入手，建立起规范的梅

片树种植基地，实现了高纯天然右旋龙脑的国

产化，从而解决了企业原料“卡脖子”问题，并协

助企业建立了研发体系。十年过去了，他也从

原来一年一签的企业科技特派员成为嘉应制药

的长期合作技术带头人。

努力化解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这个项目我已经做了很久，感情特别深

厚。”苏健裕如是说。

2008 年，苏健裕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同

年，教育部、科技部和广东省共同启动了省部企业

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抱着“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的理想，他成为广东省第一批企业科技特派员。

“我的研究方向是抗菌药物制备与生物利

用，这和嘉应制药相当对口。”可现实很骨感，开

头的一幕让他特别郁闷，“但我也不能一走了

之”。没有做研究的日子，他为嘉应制药整理技

术资料，细细琢磨如何改进设备，提高生产效

率。在此过程中，他有了一大发现。

双料喉风散是嘉应制药的“拳头产品”，其

主要成分天然右旋龙脑我国长期依赖进口。

上世纪 80年代，嘉应制药的前身梅州制药厂与

华南植物研究所合作，在广东省梅州地区发现

一种梅片树的枝叶富含天然右旋龙脑，并建立

了一批种植基地。后因种种原因，项目中断。

“我国仅有 3个地方适宜种植梅片树，从种

植品质来看，梅州又是最优之地，可媲美国外出

口的最高标准。”苏健裕想重拾这个已经完全荒

废了的项目。他的想法得到嘉应制药全力支

持，还特意安排了 2位员工协助他。

天然右旋龙脑实现国产化

摆在苏健裕面前的困难不少，首先他必须

找回已散落到当地农户手中的原种植基地。

荒废多年的基地，杂草丛生，苏健裕天天在此

穿行寻找现存的梅片树，以筛选出天然右旋龙脑含

量高的树。“大概筛选了有近5千株才找到合适的

树，接着用此培育出20多万株幼苗。”他研究了梅

片树苗无性化繁殖技术，建立起规范的中药原材料

种植基地，从根本上解决了原料短缺的问题。

原料有了，如何提取右旋龙脑成分？传统

工艺加工粗放、生产效率较低，产品功效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附加值较低。为了更科学、高效地

提取该成分，他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发明了一

体化的卧式螺旋推进式超声冷却结晶机，采用

负压球形干燥设备，从而使得天然右旋龙脑提

取率提高了 13.1%，大大缩短了生产时间，实现

了高纯天然右旋龙脑的国产化。仅此一项，每

年为企业新增利税近 1000万元。

此外，他还对双料喉风散进行“二次开发”，

研发出双料喉风凝胶剂、双料喉风含片等；联合

其他科研人员发现天然右旋龙脑可作为一种新

型抗肿瘤药物增敏剂，从而开拓了其应用领域。

苏健裕协助嘉应制药先后组建了企业科技

特派员工作站、广东嘉应制药名优中药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成功获批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目前，公司形成梅片树无性繁殖、高纯度国

产梅片、双料喉风粘附含片等自主核心技术。

2011年获批成为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

本土原料走进韩国公司

2013 年，一位种植农场主找到苏健裕，表

达了合作意向。在他的牵线之下，嘉应制药和

该农场主共同成立了广东华清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专门开展高产天然右旋龙脑的梅片树种

植、提取纯化及高附加值生物医学应用。苏健

裕为该公司组建了技术

团队。

“ 华 清 园 公 司 已 经

种植 5000 多亩的梅片树

基地，将在接下来三年

时间里再扩种 3 万亩，最

终种植基地规模将达 10

万亩。”他透露，该公司

近 3 年每年利润增长率

为 30% ，去 年 产 值 近

2100 万。目前产出的天

然右旋龙脑已作为原料

供应给嘉应制药，不仅

解决了双料喉风散原料

的来源问题，还成了嘉

应制药新业务的发展亮点。“该产业不仅是公

司的优势产业，更有望成为梅州市的特色优势

产业。我们还将开发天然右旋龙脑在空气清

新剂、按摩精油、护肤品等其他领域的应用。”

据苏健裕透露，目前该公司生产的天然右旋龙

脑已有少量出口韩国，用作化妆品原料。

在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公司通过“公司+

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山区农户脱贫致

富，现已解决了 200名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其中

农村妇女达 70%。

“通过企业科技特派员搭建的平台，不仅提

升了企业研发能力，也推动了已有的研究成果

产业化，为学校的学科从传统向现代提升提供

了支撑。”回想这几年来的经历，苏健裕最大感

触是，科研人员一定要放下架子，“亲近”企业，

解决实际需求，真正为企业带来利益才能赢得

企业的尊重。

他，让国产良药摆脱原料进口“紧箍咒”

特有范儿
本报记者 叶 青

七月底的天气虽已开启“烧烤”模式，但朱学义的大棚里却并不太热——得益

于现代化的降温技术，大棚里始终保持着20℃—25℃的西红柿最佳生长温度。

作为山东省临沂市费县胡阳镇种植面积最大的“西红柿大王”，43岁的朱学义

向来偏爱新技术：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生物基质栽培技术、生物防控技术、熊蜂

授粉技术统统都要用上；此外，不惜成本买入美国圣尼斯、以色列海泽拉等优质种

子育苗、定植……

种种努力，不但让他的西红柿每斤多卖两三元钱，更让他从全镇6000多户种

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胡阳镇的西红柿“首富”。

这并不容易。胡阳镇的温室西红柿闻名全国，所产西红柿因色泽鲜美，口感

沙甜而被前农业部认定为“西红柿之乡”。

“西红柿之乡”名不虚传。沿着胡阳镇主干道从头走到尾，你会发现，东西沿

线的西红柿大棚鳞次栉比，南北路旁的西红柿大棚星罗棋布，西红柿“见针插缝”

地栽满了目所能及之处。

胡阳镇农机推广站站长孙友刚了解朱学义的“发家史”。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学义当过兵，干过村支书，前些年瞄上了西红柿市场，从此投入进来，不能自拔。”

在他心目中，胡阳镇1991年从寿光引入第一代温室大棚开始，至今已发展到

第五代，每一代都是像朱学义这样的“少壮派”在引领潮流；如今，后者摆脱了“灰

头土脸”的老农民形象，用一部手机，随时掌控着温湿度、光照水分等重点信息，完

成遥控温度，灌溉补光等动作。

胡阳镇党委副书记邵波曾有过担忧：6000多种植户中，“60后”占了一半多，

“这些庄户‘老把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种植经’，一般政府、专家的话听不进去”，

而且，当他们老了之后，谁来种棚？

“少壮派”的出现打消了前者的担忧。后者以合作社的形式将地“拢起来”，用

新技术、新成果改造着传统土地，而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正确性——孙友刚说，在

胡阳，年轻人普遍种的比“老把式”好。

不过，技高一筹的朱学义们并不能高枕无忧。因为没有永远的牛市，胡阳西

红柿也要遵循着市场经济“波浪式”前进的规律，遇到市场差的年景怎么办？

“我们有‘秘密武器’”。朱学义直言，这件武器便是“差异化竞争”——胡阳西

红柿每年1月份—6月份的上市时间成功地避开了国内大部分温室西红柿在元旦

左右“扎堆”上市的残酷竞争。

对当地政府来说，更深层次的忧虑，来自于产业的“踟蹰不前”。27年来，胡阳

农民聚集在西红柿产业链的前端发力，却未曾涉足深加工领域，而后者恰恰代表

着未来。

在此背景下，朱学义的老乡，同为“70后”的王孝勇正在做一项大胆的尝试——

他向天津大学“取经”并将对方的“无添加番茄汁深加工技术”引入当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朱学义、王孝勇的开拓，也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带着新

想法返回故乡，欲在西红柿市场上打拼出未来。

“西红柿首富”的喜与忧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刘 涛

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眼下，河南省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的科技特派员张春强已转战到了河南省洛阳

市三川镇柳子村。他要在那里，带领十几户贫困户，脱贫法宝依旧是“马铃薯+玉

米”。正是靠这一法宝，他让贫困村汤营村脱贫。

时光拉回到六年前。“又领着人来骗俺了！”刚进村，老百姓就七嘴八舌地议论

开了。前几年，村里号召大家种白玉萝卜，说要出口日本。可是，萝卜收获后，却

没人收购，农民们一下子给赔怕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春强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一干就是6年。

栾川县气候温良，降雨量多，冬长夏短，非常适合种植马铃薯，常年种植面积

在3.5万亩左右。但张春强发现,当地农民多采用自留种，多年无性繁殖，种薯病毒

逐年积累，产量下降，品质变劣，亩产只有1000公斤左右，还卖不上价钱，一公斤一

元钱也很难卖出去。

张春强说：“脱毒薯亩产比自留种能增加一倍，达到2000公斤左右，也是解决

病毒性病害的根本方法。可是，当地农民仍旧沿用过去的老种子，怎么能有好的

效益呢？”西北农大农技推广专业研究毕业的张春强决定利用自己所学，改变农村

的种植观念。

他至今记得，他第一年去动员农民雷海生去种植脱毒马铃薯，雷海生就是不

肯。第二天，他拉了四五十公斤脱毒薯苗，直接来到雷海生家。张春强说：“咱俩

打个赌，你今年先种我半亩地，免费给你脱毒种，到时候如果产量低了，低多少我

赔你多少；产量高了，都是你的，我还奖励你化肥。”好说歹说，雷海生才勉强同意

试种一年。结果，半亩地收获马铃薯1035公斤，比自留种一亩地的产量还高。

收获那天，张春强有意让村支书把全村薯农都请到现场，当场过秤，并从车上

搬下一袋复合肥奖励给雷海生。这一下子就把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第二年，仅有

280多亩耕地的汤营村，全部把自留种换成了脱毒马铃薯。

栾川农民习惯马铃薯和玉米间作。但是四行玉米套种四行马铃薯的种植方

式，对光、温、水、气的综合利用不好，张春强决定改成两行玉米套种四行马铃薯。

这一改，玉米种植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一半，但产量仅从亩产450公斤下降到了400

公斤；土豆产量却上升一倍，达到4000公斤，综合效益提高30%多……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在张春强帮助下，汤营村由于种植结构的调

整和新品种的更新、种植方法的改进，终于甩掉了贫困帽子。

用对方法
“马铃薯+玉米”也是脱贫法宝

本报记者 乔 地

进入盛夏，记者来到四川甘孜州得荣县金沙江干热河谷瓦卡坝

村、因都坝村采访，随处可见村民们热火朝天采摘葡萄的场面。满

载丰收喜悦的三轮车驰骋在田间小道，将黑珍珠般的葡萄运入酒

庄，车间里葡萄穗选、粒选、脱梗机轰鸣，车间外葡萄运送队伍络绎

不绝，在科技特派员产业扶贫的助力下，小小葡萄成为贫困户脱贫

的“钱袋子”。

从2015年起，四川省科技特派员们不仅“爬坡上坎”与农民面

对面，还走进200多家涉农企业、专合组织，为生猪、猕猴桃等100

个科技扶贫产业示范基地进行帮扶，更依托“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

台的4.1万名基层信息员，找寻精准扶贫需求。

四川用这种模式四川用这种模式
为科特派搭建精准对接舞台为科特派搭建精准对接舞台
本报记者 盛 利

“我们这边林地里有种像土豆一样的东

西，可以卖钱不？”2016 年 9 月的一天，四川省

农科院李小林博士接到凉山州金阳县农技人

员的求助电话。李小林团队随即对样品的分

子和营养成分进行检测，最后证实这是珍贵

的食用菌——松露（块菌）。

两年后，该院食用菌研发团队已在当地

建立 2 个松露（块菌）栽培基地，1 个松露（块

菌）抚育基地，同时示范栽培羊肚菌 100余亩，

推广带动羊肚菌种植 1000 余亩，一个崭新的

食用菌产业正在当地兴起。

近年来，在四川高原藏区、大小凉山彝

区、乌蒙山区和秦巴山区四大贫困片区，食

用菌致富的传奇故事随处可见。而它背后

是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扶贫团队的身

影——由该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所长甘炳成

研究员牵头，院内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专家等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正通

过品种引进、技术培训指导、示范栽培等多

种方式推动四川省贫困连片区域的食用菌

产业发展。

从 2016年起，该团队在四川叙永县、古蔺

县科技扶贫的故事为当地百姓所乐道：2016

年 2月在团队成员李小林牵头下，羊肚菌栽培

在叙永县水尾镇广木村首次实现零的突破。

“试种面积 7亩，亩产均达 350斤，亩纯收入达

1.2 万元以上，村里的积极性一下被带动起

来。”参与试种的贫困户周忠永说。

这仅是开始。同年 4月，团队谭伟研究员

“趁热打铁”又向该区域引入了灵芝栽培 5亩、

毛木耳 1万袋；而到了去年 10月，团队黄忠乾

副研究员等又将羊肚菌试种范围扩大到 15

亩，并通过“村资公司+贫困户”“专合社+贫

困户”的模式，让贫困户参与种植以获取劳动

报酬和年底分红。

截至目前，食用菌团队已带动当地实现

直接产值 200余万元，辐射周边农户实现经济

效益 1000 余万元；直接帮助 10 户贫困户脱

贫，一个贫困村脱贫。目前，叙永县已将食用

菌定位为该县主导产业，开始建设年产 1400

万袋的黑皮鸡枞工厂，并开展了“水尾镇珍稀

食用菌特色产业发展”的规划。

院地联动：
让“造血”能力生生不息

正值盛夏，广元市苍溪县元坝镇风光村白

明邦家的柚子园即将丰收，虽然每株果树都有

木棒撑果，但足球大小的柚子仍把枝条压弯了

腰。然而，前几年，白家柚子园却不这样——

柚子树虽然长势良好，可年年开花少、结果少。

“当初采购柚苗的时候我特地请教了其他

种植大户，这土地也没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

呢？”去年2月，带着疑问，白明邦打通了四川科

技扶贫在线苍溪平台的电话。

3天后，平台安排了县农业局吴世权、周兵

两位科技特派员赶赴现场。一番调查终于找

到了问题所在：一是石硫合剂涂树杆的时间不

对；二是修枝不对，该剪的水枝没下，却把花枝

给剪了。专家迅速开出“药方”：对石硫合剂进

行降解处理，喷催花叶面药以促进开花结果。

如今，白明邦家果园的产量比往年翻了几十

倍，远超当时科特派“每株挂果25公斤”的承诺。

2016年，“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开通。

该平台依托“专人收集、专门体系、专业分诊、

专家服务、专项激励”的管理机制，正为各级科

技特派员的扶贫工作提供支撑。

目前，平台从驻村农技人员、第一书记、大

户等群体中遴选 4.1万名信息员，专门收集贫

困地区的科技需求，开设类似“110警务中心”

的智能专业分诊，确保最合适的专家以最快的

速度处理问题。

在线互动：
让智力资源“能聚能散”

“高博士，尝尝我们的苦荞茶新产品。”凉

山州越西县福银苦荞食品董事长沈福银端起

一杯芳香的苦荞茶递给正在和生产技术员进

行交流的高佳。

作为四川省农科院加工所的一名副研究

员，高佳常年从事农产品采后的贮藏保鲜与

加工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2016 年，她被派

到凉山州越西县，协助地方龙头企业开展苦

荞新产品的研发和技术指导工作。

荞麦是当地主要经济作物之一，栽培面

积达 11万亩以上，但加工技术跟不上、产品种

类单一，这一度成为荞麦加工企业面临的主

要问题。

为此，高佳带领科研团队开始了“全链

条”科特派服务，从产地品种调研、筛选、加工

设备改进，到生产工艺优化调整、产品配方研

制、营养指标分析测试，再到工艺技术培训、

新产品试生产、市场调研和推广等，使当地龙

头企业的福银苦荞经济效益一路飙升。

2015 年以来，四川科技管理部门已在四

川动员 200多家农业企业（专合组织）通过“企

业+专合组织+农户”等模式带动贫困户脱

贫，这也为科特派找到了精准对接的舞台。

“贫困地区往往具有资源优势禀赋，而发

达地区的农业企业转型发展，需要特色优势资

源和安全的原料基地。推进科技扶贫过程中，

特技特派员能够为双方起到‘桥梁’作用。”四

川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企业带动、

产业推动、院（校）地联动、在线互动、创业拉

动”等“五动”模式搭建的平台，已经直接带动2

万名贫困人口脱贫，辐射带动近10万贫困户人

均增收1000元以上，同时四川各地正涌现出了

一大批科技特派员依托“五动”模式扶贫的鲜

活案例：四川农业大学科特派团队为每个深度

贫困县量身定制了一套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四

川省农科院成立了160余名科特派组成的科技

扶贫专家团，四川省畜科院科特派团队与省内

40多个贫困县签订了合作协议。

产业推动：
提供“全链条”帮扶服务

100多家涉农院校，

1000 多名“三区”科特

派，把产业扶贫和服务

体系作为两大抓手，探

索出“企业带动、产业推

动、院（校）地联动、在线

互动、创业拉动”的“五

动”科技扶贫模式。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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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健裕（左一）指导质检员进行天然右旋龙脑质检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