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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王建高
通 讯 员 王文辉 张 涛

“这是我种植富硒水稻的第 4 年。从带

着怀疑的心态试种到现在有了 1500 亩的规

模 种 植 ，让 我 坚 信 科 技 的 力 量 可 以 改 变 贫

困。”广西钟山县燕塘镇农户廖记发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时值钟山县早稻收获的时节，燕塘镇的稻

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在一片片黄灿灿的稻

田里，三四台收割机快速作业，田埂上堆满了

装袋了的谷子。廖记发看着一袋袋不断装满，

喜笑颜开。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幸福美丽新村进

程中，广西钟山县发挥科技力量，通过选派科

技特派员到田间地头专项指导、开展对口农技

培训、引进科技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发展等路

径实现农业转型升级，实现农民优质从业，从

而实现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水稻是钟山农业的特色产业之一，优良

的水质和土质使这里的大米颇受欢迎，尤其

在粤港澳的销路很好。但是差异化的产品

却不多，价格也上不去，农户种植的积极性

并不高。

作为后盾帮扶单位，贺州学院生化工程学

院院长吴桂蓉组织该院的科技特派员组建了

一个富硒农产品研发团队，指导建立水稻高产

培育科技示范基地，提供水稻高产栽培科技培

训，采取无偿技术服务形式，不定期到实地及

时提供水稻产业的科技服务。

“我们在不增加种植户种植成本的基础上

进行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和示范，非常受种

植户的欢迎，这有利于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

和推广。”科技特派员、贺州学院生化工程学院

教师陈春岚说。

科技服务人员从工作经费中抽出大部

分 经 费 采 购 试 验 用 的 有 机 硒 肥、菌 肥 等 材

料，设计试验方案，由合作社专业人员负责

按照方案组织实施的办法建立试验、示范基

地，试验成功后采用合作社下订单的形式进

行推广。

“从富硒大米的生产、认证到销售，我们全

程参与指导。”陈春岚说。

特派员为水稻插上科技翅膀

在离燕塘镇 500 多公里的公安镇大田村，

500 多亩标准化贡柑产业（核心）示范区创建

的富硒贡柑生态种植示范基地的贡柑长势良

好，挂满枝头的果实已经有大拇指一般大小。

钟山县昱成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文

松正在组织园区工人给果树追肥。

“借助富硒土壤优势，加上日照时间长，我

们基地种植出来的贡柑口感好、特别香甜，再

加上富硒贡柑生态种植的技术优势，合作社生

产的国字号‘昱成’钟山贡柑现在价格卖得不

错，七八块钱一公斤。”陈文松说。

贡柑产业是钟山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的助

力脱贫攻坚农业产业，目前全县种植面积达

9.2 万亩、投产 6 万亩，被认定为国家 A 级绿色

食品。然而，贡柑储藏时间短成为是制约贡柑

产业发展的瓶颈。

“昱成合作社、有机农夫等贡柑种植企业

探索贡柑‘留树保鲜’技术，已实验成果准备推

广。这一技术的使用推广，将打破钟山贡柑产

业发展瓶颈。”陈文松说，同时贡柑种植企业不

断增强品牌意识，提升贡柑含金量，增加附加

值。其中钟山贡柑入选 2017 年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目录，有机农夫贡柑成为北京冬奥会指

定农产品。

“留树保鲜”技术让贡柑卖得更远

没技术，是制约贫困户自身发展的主要

瓶颈。

如何打破瓶颈，让贫困户脱贫？钟山县把

扶贫重心的落脚点放在了进村入户向贫困户

传授一技之长、培训增收实用技术上，同古镇

奉政村的莫宗运正是受益人之一。

在同古镇奉政村顶高营的养牛基地，莫宗

运正在给牛喂麦麸。他高兴地说，今年的肉牛

长得不错，预计很快就可以出售另外一批。

2015 年，莫宗运因为家庭收入低，住房面

积不达标，被评为贫困户。2016 年，在第一

书 记 的 鼓 励 下 ，他 利 用 5 万 元 小 额 贴 息 贷

款，开始种植水果和养牛，通过种养结合的

方式，现在已存栏 22 头，2017 年卖了 1 头肉

牛 ，收 入 9000 多 元 ，2019 年 7 月 3 日 卖 了 6

头，收入 35000 元，2017 年和 2018 年收入总计

6万多元。

“为了提高种养水平，我经常参加县举办

的各类培训班，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及时请教专

家；为了提高水果的规模和产量，解决技术、销

路难题，我和村里的其他种植大户还成立了合

作社，通过合作社，形成了产业。由于管护到

位，今年的柚子、椪柑、沃柑都长得很好。”莫宗

运说。

钟山县鼓励科技特派员与驻村农民共同

创业，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创业共同体，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帮助

贫困村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截至目前，已组织 29 名科技特派员到各

乡镇贫困村、各企业、基地进行科技服务，科技

特派员来到贫困村开展科技推广、示范和服务

活动，服务领域涉及优质稻、贡柑、粉蹄、茶叶、

中草药、养殖等特色产业，为农户提供现场指

导和咨询。如今，这 29 名区、市、县级贫困村

科技特派员已服务贫困村 559次，入村培训达

1236人次。

进村入户传授增收秘方

大项目带动新区发展，“双招双引”激发经

济活力，经略海洋扬帆起航……初秋，走进胶州

湾西海岸桥头堡国际商务区、西海岸国际贸易

中心、力神青岛动力电池基地、金能科技新材料

与氢能源综合利用、青岛海湾化学、董家口港 40

万吨矿石码头、鲁海丰冷链物流等大项目基地

现场，可以见到一片繁忙的收获景象。

作为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是青岛

市承接国家战略、探索海洋发展、全面对外开放

的重要领军者。如何在国家战略中找准定位，

搞活新区，担当好国家新使命，当好开放发展的

桥头堡？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常委、黄岛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新区软实力提升工程推进工

作小组组长、第 29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现场指挥

部总指挥丁继恕表示，新区获批 5 年来，实施软

实力“十大提升行动”，全面提升“外在形象、内

在气质”，打造啤酒之城、音乐之岛、影视之都、

会展之心 4张国际名片星光灿烂，奏响软实力提

升工程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

啤酒搭台，项目落地，产业唱戏。近日，涵

盖了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大数据、新能源、新材

料等产业领域、总投资 513 亿元的 20 个重点项

目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签约，推动青岛西海岸新

区发挥好高端创新资源集聚的优势，构建开放

协同创新体系，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据统计，1—7月份，青岛西海岸新区已签约

注册项目 162 个，总投资 3583 亿元。提升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企业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达到

4%以上，构建产业创新链，组建海工装备、海洋

新能源等 10大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10个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50 个企业技术中心，突破 100 项重

大技术。

高端引智 增强吸引力

博士邨，这个占地 67.5亩，建筑面积 12万平

方米的新区博士创新园区，打造高端人才创新

创业“生态圈”，集聚了复旦心血管器械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等一批高端科研院所，围绕生命经

济、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 4大主导

产业。去年园区引进院士 4 名、博士 110 名、硕

士 593名，引领带动发展。

截至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注册签约产才

融合项目 11个，新引进海外人才 670余人，新区

人才总量达 55.5 万人。新区自获批建设 5 年以

来，共有院士、山东省“泰山学者”等省级以上高

层次人才领衔的 85 个重点项目落户，分布在海

洋工程、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

这得益于新区软实力提升工程的实施。在

青岛西海岸新区的《软实力提升工程“十大行

动”实施纲要》中，软实力细分为文化引领力、环

境吸引力、商务服务力、教育发展力、科技创新

力、政府行政力、社会和谐力、城市凝聚力、形象

传播力、区域影响力等十大维度，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软实力体系。

慕名来到新区成立了山东海洋工程装备有

限公司及山东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的国际著名

海洋装备石油勘探专家孙远慧博士深有体会地

说：“正是新区软实力的提升，成为投资者的吸

引力”。

由澳大利亚迪肯大学首席终身教授王训该

发起，带领专职科研人员、硕博人员共 150余人，

总投资 10亿元的华夏先进装备智造研究院产学

研项目落户新区。

在新区软实力“金字招牌”吸引下，越来越

多的海洋科技人才、院校、研究机构在这里聚

集。“中科系”“央企系”“国际系”“企业系”等高

端研发机构进驻；新区 5年来新增市级以上重点

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 65个、累计达

154个。

创新改革 激活“动力源”

走进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办事，

感受最深的是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实现

“一次办好”全覆盖，“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加快

推进。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全面推进“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实现 32个执法部门全纳入，380

项执法事项全覆盖。

新区的特质是“新”，动力是“试”，先行先试改

革创新举措为新区发展打造了强劲的“动力源”。

5 年来，43 项国家和省、市级改革试点不断

深化，51项区级重点改革接力突破，改革创新成

为青岛西海岸新区新动能。

新区在全国首推规划“审批制变公告制”，

实行“证图分离、先证后图、图纸后置”，企业跑

规划手续的时间节省 3—6 个月。设立 13 个综

合受理窗口，全口径受理企业群众申办的所有

事项，变“群众跑腿”为“内部流转”，让企业群众

“只进一个门、只跑一次腿、办成所有事”。

全面取消社会投资类项目前置审批，实行

市场准入“多证合一”“电子营业执照”，让投资

更加便利，市场主体从 6万户增加到 18万户。

办好一届啤酒节 搞活一座创新城
青岛西海岸新区软实力提升工程引爆高质量发展动力

1亿吨
塔河油田原油产量破纪录

来自中石化西北油田的消息称，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北油田主力

区块塔河油田累计原油产量破 1 亿吨，成为我国首个以海相碳酸盐岩油田

为主、个体原油产量达到亿吨级目标的油田。

1997 年，部署在奥陶系潜山的沙 46 井、沙 48 井相继获得高产突破，我

国首个古生界海相大油田——塔河油田宣告诞生。目前，塔河油田探明原

油储量 13.5 亿吨，年产油能力约 600 万吨，是中国石化国内的第二大油田。

2006年，塔河油田仅发现 10年便成为我国陆上十大油田之一。

海相碳酸盐岩油藏非均质性强，像一个个深埋在地下 5500米的桂林山

水溶洞，国内外无经验借鉴，勘探开发属于世界级难题，西北油田沿着“精细

速度建模，保护绕射低频，优化偏移参数”的思路，科研人员通过给地层做

CT 扫描，得到合格的地震成像资料。在地震剖面上，奥陶系地下岩溶洞穴

反射影像形成“串珠”状，像羊肉串一般排列，解开了地下溶洞系统储层预测

的“地下方程式”，成为井位部署的重要依据。

针对这类油藏“产量高、衰竭快”的特点，西北油田采用注水、注气进行

措施增油，提高采收率焕发油田青春。沙 48 井是塔河油田的发现井之一，

在进入开发后期时，通过注水和注气等增油手段，目前仍在开采原油，累产

原油 74.28万吨。 （记者朱彤 通讯员张洋）

4000株
高校联姻在腾格里沙漠一月栽下大批幼苗

远在甘肃东北部的腾格里沙漠中，一条由大学生组成的接水长龙正蜿

蜒在沙丘上，给刚种下的幼苗浇水。近日，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传出消息，

这个暑假，由南航牵头的“绿勤行”团队集结来自西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河海大学等 14所高校的 104名志愿者，32天的时间里在

沙漠中栽下近 4000株幼苗。

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的民勤县，南连武威，西邻金昌，西北东三面环沙，

深处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的包围之中。每年的七八月，是水资源最

为稀缺的季节，沙尘暴也因而时常发生。

在民勤，南航 2018级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专业的蒋淋斤每天的

工作就是在营养杯中埋下种子，用细沙铺好，将营养杯浇透，再将苗一杯一

杯地埋下、浇灌，最后固定。随后，她要端着满满一盆苗跨越几个山丘抵达

种植的位置。

7月以来，志愿者们每天在沙漠里割草、铺草方格、埋苗、浇水。在沙漠

里，普通植株难以存活，志愿者们在这里栽种花棒和毛条，以固定沙土、阻挡

风沙。

据介绍，6年来，这里已经有将近两万亩的沙漠完成了绿化。

（金凤 通讯员柯龙 婕旻 华文婷）

36名
三亚院士联合会迎来首批会员

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的三亚市院士联合会近日正式宣

告成立，首批正式会员共 36人，专业涵盖海洋、农业、医疗、航天等领域。中

国科学院院士顾瑛被推选为会长，包振民、朱蓓薇、杨志峰院士为副会长。

三亚市院士联合会定位为三亚院士共同家园、政府顶级科技智库、科技

协同创新平台、成果转化对接平台、三亚形象推介窗口。履新会长的顾瑛认

为，目前三亚正在全力推进国家南繁育种科研基地、国家热带科学农业中

心、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国家

深海基地南方中心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这为院士们发挥所长提供了

重要条件和平台。

“三亚院士联合会的成立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召开标志着三亚在转型，

从一个旅游的景点转向一片创新的沃土。”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说，每年都

有 100 多名院士到三亚休息、度假、工作，还有不少院士在三亚长期开展工

作和研究。自 2016年成立首家院士工作站以来，三亚已经设立 12家院士工

作站，涉及的领域有深海勘探、地球物理、遥感科学、应用研究、激光医学、航

空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成果，为促进海南和国家科技

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祝华）

今年 5月 30日，钟山县分别与北京盛华宏

林粮油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

态研究所签定了直供北京农产品的三个协议与

合同。并在该县有机农夫种养合作社双元村基

地智能温室举行供京、供冬奥会农产品“区域合

作、基地保障、全程监管”产地监管联合检测室启

用仪式暨首批优质水产品进京启运仪式。

从此，钟山县扶贫农产品搭上了“直通车”

进京，直供北京市民享用。

“这些签约的产业实行‘订单种养’模式，

属于钟山县扶贫农产品。”钟山县有机农夫总

经理张瞭介绍，北京盛华宏林粮油批发市场有

限公司是国家粮食局重点联系单位、北京市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北京市生活必需品骨

干企业、朝阳区 4 大重点批发市场之一的公

司。自协议与合同签订后，钟山县内的定点企

业可成为该公司的供应商，该公司将为钟山县

企业提供物联网技术和平台资源服务，让更多

的扶贫优质农产品走出去。

作为“国家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第一批“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

区”和“国家创建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钟山

县正在创建国家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

该县不仅是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

范区暨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也是国家级科研

课题研究基地，如今，钟山县已逐渐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的“后花园”与“菜篮子”。

“战略协议的签定，让扶贫农产品从此销

路不愁了，不仅促进钟山农业品牌化，更能为

贫困户致富、农民增收提供岗位就业近 1000

人，为实现今年脱贫摘帽贡献力量。”钟山县委

书记唐先程说。

扶贫农产品搭上进京“直通车”

钟山县发展富硒水稻种植拓宽农民增收途径钟山县发展富硒水稻种植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广西钟山广西钟山：：科技的力量可以改变贫困科技的力量可以改变贫困

12个
宁夏启动“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前期研究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宁夏科技厅近日围绕自治

区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和重大需求，征集凝练

了 12个研究选题，正式启动“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2021—2025年）前

期研究工作。

研究将在对“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实施情况客观评估的基础上，

准确研判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态势，聚焦自治区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和重大

需求，深入、系统、科学地谋划提出宁夏 2021—2025 年科技发展的总体思

路、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主要技术攻关方向，以及创新平台布局、科技资源

优化配置、科技体制改革等路径。

记者注意到，12 个选题围绕深化东西部科技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

展、完善科技创新人才体系等方面，明确了科技厅各业务处室的主体责任，

同时充分调动县区科技管理部门参与规划编制，力争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

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举措。

据了解，研究工作主要由区内外高水平战略研究机构或研究团队承担，

并依托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宁夏研究院院士团队、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

究院等国家大院大所、区内相关机构权威专家组建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确保

“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稳步推进。 （王迎霞 通讯员杨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