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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上大用场

乡村振兴

特有范儿

高科技武装下的“世界最大桃园”颜值一直

在线，这里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近日，国

际半干旱研究所拉吉夫博士一行参观了位于山

东省肥城市的“花生带状轮作关键技术示范基

地”，这里同样一亩地，换换种法就能增加效益

500多元，让拉吉夫竖起大拇指。

引入关键技术让传统农业换活法，是山

东 省 农 科 院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 所（下 称 持 发

所）科技特派员贾春林“服务肥城计划”的一

部分。

在他的努力下，众多专家携成果从 100 多

公里之外的山东省农科院进入肥城，为这座拥

有十万亩桃园、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

最大桃园”的城市增添了科技气质。

作为在农业战线沉浸多年的专家，除了将

成果技术精准移入农田，贾春林通过在肥城 3

个月的调研，对“世界最大桃园”有了新认识。

“有机蔬菜、肥桃、商品粮是这里的三大支柱，但

面上欣欣向荣的数据并不能让人高枕无忧，必

须找准命门，对症下药。”他说。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尽管拥有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小麦全产业链

条，但富世康生物科技公司的当家人戴先锋还

是陷入“转型焦虑”之中，“我们向产业链深处进

军，有了小麦胚芽油和亚麻籽油，这些也成了我

们的‘拳头产品’，但再深入呢？方向在哪里？”

现在看来，山东省农科院孙金月研究员

在生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研究上的核心技

术更像是专供戴先锋的一剂“药方”。戴先锋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们正在合作以小麦胚

芽为基础，与其它谷物搭配，研制适合不同人

群的功能食品。”

这是绝妙的一招。因为转战功能食品可让

富世康避开竞争白热化的小麦胚芽油市场，另

辟差异化蓝海，继续享受高利润。

“转型之后，未来在哪里？”不止戴先锋一人

有此焦虑。

在 1278 平方公里的肥城市调研，贾春林

发现，类似戴先锋的故事还有很多，而自己无

论是作为科特派还是科技副职，背后的专家、

成果资源库恰好迎合了戴先锋们的需求。不

过，贾春林自己也有困惑：为什么在这座被国

家工信部认定的百强县（市）里，相当一部分

企业迟迟“走不出县城”？如果说平台决定视

野，平台在哪里？

“对很多地方来说，科特派专家就是平台。”

贾春林认为，他们带来技术，这是“规定服务”；

带来人脉，这是“自选服务”；带来资金甚至市

场，那就是“超值服务”了。

不过，服务能否超值，或者说服务的成色如

何，取决于政府能否引入“对口专家”，专家资源

与创业者之间能否产生化学反应等等，这些才

是破解焦虑的关键之处。

破解“转型焦虑”
科特派专家就是平台

从建筑业转战农业，80 后老板吕伟持续

投了一个多亿，到现在还没回本。回本难，是

因为被两座大山挡了路：一是对技术不精，比

如蔬菜育苗的高温问题难解决，病害泛滥又很

棘手；二是找不到利润增长点，迟迟不盈利让

人着急。

到吕伟的企业调研，贾春林找到了命门：外

行干农业，做了不等于做好，因为做不深、做不

消除“肥桃之痛”
“能人效应”出乎意料

在肥城安驾庄镇，有三块成片的试验田，分

别是“花生带状轮作关键技术示范基地”“优质

小麦博士科研工作站基地”“青贮玉米育种试验

基地”，分别来自山东省农科院万书波研究员创

新团队、作物所、持发所。

在安驾庄镇党委书记荆文忠心目中，“三块

试验田承载着我们这个农业镇的未来”。

理解这句话需要从老汪的例子说起。在建筑

工程领域证明了自己之后，汪西军回到了安驾庄

镇，决定到小麦种植加工领域大展身手。跟别人不

一样，“能人”老汪首先将村里的地皮盘过来成立农

业公司，让村民入股，变身工人。

同时，从小麦种植到加工，他严格遵循“好

种子—有机种植—机械收获—低温烘干—先进

加工”等流程做链条，此举引来今麦郎、益海嘉

里等巨头的订单。

但在老汪心目中，这还不够完美。贾春林

将优质小麦博士科研工作站引入，完成老汪农业

拼图的最重要一环——有了众多博士专家的辅

佐，老汪将“硒元素”加入种植过程，从而一炮打

响，他的富硒面刚刚上市就被巨头们抢购一空，

订单甚至排到了明年。

在肥城，三块试验田正不断孕育出类似的

创业故事，也引起了中国农科院国际合作局局

长贡锡锋的注意。前不久，贡锡锋到肥城调研，

对农科成果落地，农民、企业、专家三方受益的

模式十分欣赏，认为其“可作为中国乡村振兴的

典型向联合国推荐”。

戴先锋的焦虑、肥桃的“痛苦”以及安驾庄镇

的三块试验田，是当今中国无数农业县市正在发

生的代表性事件。正因为有焦虑，有痛苦，才会有

试验的必要，才会有改变的可能。但改变的广度

和深度，却考验着千千万万服务基层的科技人，这

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也是他们正在努力做好的答

卷——引入科技，引入人脉，引入市场，让专家辅

佐下的“能人经济”发挥最大效力，这些都见证了

他们的努力。

这种努力没有白费。科技因素的注入，让

老汪所在村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产业工人，让

肥城桃农逐渐摆脱“看天吃饭”的焦虑，更让当

地农民兄弟的腰包鼓了起来——当地农民的人

均年收入达到了 16371元。

看得出，贾春林很有信心，“肥城农业底子好，

也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三块试验田
树立乡村振兴典型

“我们古丈是茶叶之乡、歌舞之乡。这里生

态环境好，连夏日里的蝉鸣都中气十足……”8月

6日，在湖南省古丈县政府大楼办公室，一见到科

技日报记者，科技副县长唐文源就开始了激情洋

溢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式演说。

然而，唐文源并非古丈人。这位来自湖南农

业大学的科技特派员，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古

丈唐代言”。自2016年起，他和他率领的茶产业精

准扶贫项目团队来到古丈后，这座位于湘西州的

“老少边穷”国家级贫困县，就噌噌地火了起来：获

“中国有机茶之乡”“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安全

示范区”等 13块金字招牌；茶叶产值由 2015 年的

4 亿元上升到 2017 年的 7.8 亿元，茶叶平均每亩

综合产值增长 78%；电子商务交易额由 2015年不

足 5000万元，上升到 2017年的 2.5亿元。

不把品牌推广当“配菜”

有2000多年种茶历史的古丈，是有名的“茶叶

之乡”。茶叶是当地第一产业和特色产业，也是扶

贫主导产业。70%的农业收入来源于茶叶，80%的

农业人口从事茶产业工作，90%的村寨种植茶叶。

不过，再有名气的

茶乡，也同样要面临越

来 越 激 烈 的 市 场 竞

争。“产量高了，规模大

了，卖不出去，也变不

成 生 产 力 。 必 须 搞 品

牌推广，绝不能把品牌

推广当‘配菜’。”唐文

源说。

“我是做农业品牌

的文科生。我来做产业

扶贫，就要把这里的茶

产业品牌做大做强。”为

此，唐文源团队开始着

手实施基于古丈毛尖种

植加工标准化和品质特色挖掘的“创品夺牌”计

划。不到 2 年时间，四处为古丈毛尖奔走“代言”

的唐文源，已为当地拿下了“中国有机茶之乡”等

13块国家级金字招牌。

让唐文源发愁的不只是“招牌”。他清淅地记

得，刚到古丈，带着当地企业去北京参加一个茶展

会。期间，有人问询古丈茶优点。推销的小姑娘说

上几分钟便词穷了，于是“任性”总结：古丈茶就是好。

唐文源走上前，把自己手机里的古丈茶树种

植、加工等照片给顾客看：“环境、空气这么好的

地方，茶能不好吗？”“有图有真相”，其中一位阿

姨立刻“秒”了几袋茶叶。

当地茶产业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不高、营销能力

相对较弱是硬伤。为此，唐文源团队特别制定了古

丈茶叶“标准化营销体系”打造计划，建了学堂。“你不

是不会营销吗？那我一字一句教好了。”唐文源说。

别看是文科生，唐文源也很重视科技。他发

现，当地夏秋茶利用率不高，为此，他提出了优化

产业结构，实现“人均一亩茶、亩产一万元”的战略

发展目标。在传统毛尖的基础上，他还积极推动

红茶发展，打造古丈红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引入

黑茶成品加工技术，完备黑茶生产体系，改变古丈

长期以来以生产黑茶原料为主的粗放生产方式。

在他的带领下，古丈建设了湘西州首条黑茶压制

生产线，两年累计建设黑茶加工成品生产线4条。

建立公共品牌标准宣传范式

2017年，唐文源策划了首届“中国·古丈茶旅

文化节”。期间，苗家阿妹穿着少数民族服饰，在

长沙的岳麓山、橘子洲头、黄兴路步行街等地赠送

古丈毛尖。一时间，古丈毛尖刷爆了长沙人的朋

友圈。时尚的“快闪”，就这样植入了茶叶公共品

牌宣传。

今年的茶旅文化节上，古丈毛尖“故技重施”，在长

沙步行街打造了全国首家茶叶“快闪店”。而5月启动

的“古丈茶文化传播大使”电视与网络选拔赛，则吸引

了全国爱茶人。

“我们就是要打造古丈茶的节日，建立公共品

牌的标准宣传范式。”唐文源说。在他看来，文化

节要有持续性，不断引爆第二波、第三波品牌宣传

态势。古丈茶文化节先后持续1个月，内容涵盖茶

园、茶叶种植和加工、品牌产品和文化等全产业

链，规模大、模式新，开创了县域茶叶公共品牌宣

传体系化的先河。

在担任副县长的2年里，唐文源还连续参与湖

南省“我是县长我代言”大型电视网络直播活动，通

过直播为古丈茶叶和农特产品代言。在“互联网+

县长代言”模式的启发下，项目组在古丈县打造了

“农民网红学校”，开创了“互联网+农民网红”直播

销售的农产品特色营销模式，培养出的强营销能力

的农民网红，通过电商和自媒体平台直播销售当地

农产品，打造了古丈农产品电商的特色模式。

“如果 14 万多的古丈人，每人都成为古丈毛

尖‘代言人’，品牌怎么走不出去。如果每个人走

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把古丈茶讲上半个小时到

一个小时，古丈茶绝对好卖！”唐文源雄心勃勃。

茶香也怕巷子深，他来做网红代言人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通 讯 员 曹希雅 李 苗 喻 诚

透。前一阵，他带着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

专家到这家小公司调研并带来了见面礼——用

熊蜂授粉代替激素喷花或蘸花，专家的技术让吕

伟开了眼界，“省工、省力、省钱，更关键的是少喷

了农药，让‘有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有机。”

专家是技术能人，创业者是市场能人，再加

上政府能人的穿针引线，“能人效应”出乎意料。

因为与专家的互动打开了吕伟面向外界的一扇

门，原先相对封闭的视野涌入了技术、信息、人

脉。有了科技气质的农企不一样——最近他们

被投资商“盯上了”，接触以后，改变正在发生。

只有把双脚扎到农田里，与老百姓打成一

片，才能找到痛点，攻克难点，改变现实。在此

理念下，贾春林发现了“肥桃之痛”。

“闻起来，芳香扑鼻；咬一口，一整天嘴巴里

都在回味。”贾春林品尝过肥桃（特指肥城桃）的

美味，但近几年，无论是肥城桃农，还是国内消

费者，大家对“肥桃不好吃了”的忧虑甚嚣尘上。

站在泰安肥桃研究所的基地里，该所副所

长陈文玉有口难言：肥桃“好吃难伺候”，如果开

花时遇到下雨刮风天气，坐果成功率就直线下

降；如上市前赶上一场雨，甜味会损失大半。他

告诉记者，肥桃培植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品

种、病害、栽培、管理等方方面面。

努力一直在低调地进行。之前，该所通过山

东农科院果树所，与国内各大桃专家建立了联系，

并与后者合作引入分子技术育种，在栽培方面引

入生物肥改良土壤，探索高光效……贾春林更帮

其引入以草防草技术，净化桃树成长环境。

一切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唐文源唐文源（（左一左一））考察古丈茶叶加工生产线考察古丈茶叶加工生产线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专家把脉专家把脉，，引入科技引入科技、、人脉人脉、、市场市场

世界最大桃园有了新活法世界最大桃园有了新活法

专家是技术能人，创业

者是市场能人，再加上政府

能人的穿针引线，为拥有十

万亩桃园的山东省肥城市增

添了科技气质。

游客在肥城桃园里采摘桃子游客在肥城桃园里采摘桃子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近日，来自广西农业厅、广西大学的专家，对广西农业科学院韦本

辉团队在广西隆安县大同镇实施的“水稻粉垄空白施肥”项目进行测产

验收。结果显示：粉垄水稻在不施肥的情况下平均亩产干谷 364.5 公

斤，与不施肥的传统耕作种植的水稻相比（平均亩产 315.7 公斤）增产

48.8 公斤，增产幅度达 15.5%，这标志着粉垄技术为化肥农药“双减”保

产或增产提供了可靠的技术路径。

“按照生产上一般每亩要施用尿素 15 公斤、钾肥 15 公斤、磷肥 25

公斤，总成本 160 元，粉垄不施用化肥，获得这样的增产增效，非常难

得，是农业绿色增效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测产专家说。

针对拖拉机耕作难以实现深耕深松和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

的土壤板结、地力下降等突出问题，韦本辉研究团队经过多年攻关，发

明了粉垄耕作技术。

隆安县那桐镇是韦本辉团队实施“水稻粉垄空白施肥”项目的基地

之一。本次测产是粉垄耕作（耕层深度达 30 厘米，比传统 15 厘米增厚

1倍）一次之后第三季种植的水稻。此前的 2017年早、晚两季不施肥试

验，平均也比传统耕作种植的水稻增产 15.8%。

而在生态方面，由于粉垄挖掘了稻田土壤的物理肥力，田面杂草

等生物量也显著增加。今年 3 月 21 日测产显示，粉垄稻田 2017—

2018 年越冬自然生长的杂草生物量，也比不施用肥料的传统耕作稻

田增加 1 倍多。

粉垄稻田不施肥照样能增产的奥秘在哪里？“粉垄深耕又深松，而

且土层不改变，活化调动尚未充分利用的深层土壤资源，促进光温水气

等资源的高效利用。”韦本辉说，粉垄机械螺旋型钻头垂直入土深旋耕，

一次性可根据作物种植需求进行深度深垦深松，耕作层比拖拉机耕作

可加深 1倍或 1倍以上，且不扰乱土层；螺旋型钻头高速切割土壤时，产

生瞬间高温，加上旋磨过程中的空气氧气快速进入和土壤酶的作用下，

土壤中的氮磷钾及其它矿物元素得以释放，养分有效性增加 10%—

30%，如此一来土壤中就氧气充沛，更有利于好氧微生物的活动，促进

肥分利用率的提高。

中国科学院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张正斌研究团队在河北省栾城粉垄

定点连续四茬种植小麦、玉米，在不施肥情况下平均增产幅度在

17.2%—38.2%；甘肃省农科院在甘肃定西市的马铃薯试验，平均增产

26.55%。

测产专家、广西大学农学院研究员李容柏认为，“粉垄栽培技术

通过深耕提高了土壤生态自然能力，可以节约肥料，又可以实现粮食

增产”。

2017 年，“粉垄绿色技术”被原农业部列为主推技术，成为农业绿

色增效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粉垄技术 10 年来已经在全国 24 个省

（市、自治区）34 种作物上示范应用，示范面积达 150 多万亩，经过了不

同生态区域、不同土壤类型、不同作物的考验，增产、提质、增效显著，且

技术简单易行，显示了适应性很广的特点。”韦本辉说。

增产无需施肥
粉垄耕作技术来帮忙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仲夏时节，夕阳西下，走在新疆民丰县安迪尔乡的乡村小道上，一

盏盏太阳能路灯照亮了村里的大街小巷，路两旁的杨树柳树郁郁葱葱，

满眼绿意的农家小院干净整洁……一幅秀美的乡村新图景徐徐展现在

眼前。

在新疆安迪尔乡，村村都建设了科技文化广场，场地硬化、村民大

舞台、LED 大屏、灯光球场，村委会成为凝聚农村群众的文化阵地。这

得益于自治区科协对“访惠聚”驻村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农村阵地建设

的关心。

安迪尔乡 2017年已整体脱贫摘帽，巩固脱贫成果，建设美丽乡村，

是全乡的一项重要任务。自治区科协和民丰县委组织部“访惠聚”驻村

工作队从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入手，着力改善村容村貌，让村民住的安心

又舒心。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他们因地制宜推进各村厕所改造。经前期

摸排调查，争取派出单位资金支持，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对符

合改造条件的 700 多户进行了埋挖管道、安装化粪池、购买安装坐式

抽水马桶。

“‘改厕’改的不仅是厕所，还有生活习惯。把小角落不起眼的厕

所问题解决好，引导村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习惯，是建设美

丽乡村的重要一步。”自治区科协“访惠聚”驻安迪尔乡工作队总领队

谢国政说。

此外，自 2015 年以来，自治区科协还先后出资 100 余万元，在居民

巷道安装了 140多盏太阳能路灯以及高杆照明路灯。

今年 5月初，为巩固脱贫成果，繁荣农村夜生活，工作队联合村“两

委”班子在村委会附近建起了夜市，主要以经营烧烤、特色小吃、啤酒冷

饮为主。夜市免费为村民提供摊点，摊主均为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

两个村的夜市每晚的营业额分别达到 4000元左右，在丰富村民夜生活

的同时，也为村民增加了收入。

在夜市一侧，繁荣村和夏央村工作队为全村每家每户拍摄的“全家

福”，成为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汇聚成大漠腹地安

迪尔乡村民们的幸福梦。

提升人居环境
新疆小乡村变了模样

通讯员 谢 娟 左永江 本报记者 朱 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