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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姜 靖2019年 10月 15日 星期二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科特派在行动

深秋，宁夏彭阳县长城村，闽宁现代食用菌

科技示范园温棚里，福泰菌业负责人祁登荣正指

导当地菇农注意防寒防冻。“气温骤降，易导致杏

鲍菇长畸形，体型纤小，影响收益。”祁登荣说。

以前也曾为这类难题发愁的祁登荣，如今缘

何也能上阵“把脉问诊”？这得益于福建省科技

特派员、省农科院土肥所林戎斌副研究员的帮

助。如今他不仅成为园区技术带头人、科特派，

还先后手把手带出了 20 多名科特派参与食用菌

产业开发。这个由福建与宁夏共同投资兴建的

示范园，也发展成为宁夏现代化程度最高、规模

最大的食用菌产业示范基地。

把祁登荣与林戎斌连在一起的，是一场跨越

23年、3000多公里的闽宁扶贫行动。“福建充分发

挥科特派‘机制活’的优势，选派一批以优秀科特

派为代表的专家团队，把沿海地区的先进理念、

技术、项目等带到宁夏，为当地培育、打造一支带

不走的技术带头人、科特派队伍，探索新时代‘造

血式’扶贫的科技援宁新路子。”福建省科技厅厅

长陈秋立说。

西海固，宁夏南部山区，中国 14 个集中连片

贫困地区之一，彭阳县便是其中典型贫困县之

一。改变当地农村深度贫困面貌，不能仅靠“输

血式”的资金帮扶，怎么办？“要有一个产业、一个

平台，和一批扎根当地技术能人。”福建援宁专家

们为此进行了孜孜探索。

“发展食用菌，菌种是关键”，2011年，林戎斌

协助彭阳县建成宁夏首家食用菌研发机构——

六盘山食用菌研究中心。随后，他又和彭阳县科

技局共同争取省区市县经费 1000多万元，建成了

闽宁现代食用菌产业科技示范园和大学生科技

特派员农村创业基地，引进适合宁夏南部山区的

食用菌规范化栽培技术，实现工厂化周年生产食

用菌。从 2006 年 11 月至今，林戎斌等专家共培

训农业技术员、科特派、农村优秀实用人才等

1500多人次，成为彭阳食用菌产业的中坚力量。

“以前，我们当地老百姓的观念是，遇到一些

困难，就想着妥协、放弃，但福建来的专家带来先

进理念、技术，让我们有了‘定心丸’。”祁登荣

说。在林戎斌等福建援宁专家的指导下，祁登

荣、陈凯章等带头人、科特派掌握了多项食用菌

栽培实用技能，运用福建菌业先进的经营管理和

市场营销理念，带动一批贫困户走向致富之路。

为解决宁夏产业和技术发展的瓶颈问题，今

年 4 月，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与宁夏农林科学院签

订闽宁食用菌研发中心共建协议，双方将共建闽

宁食用菌种质资源库。同时，该院成立了一支由

院长翁启勇、副院长余文权牵头，由果树所、土肥

所等 50多位专家组成的助力服务专家团队，投入

经费 400多万元、支持项目 20多项，助力固原“四

个一”（一棵树、一株苗、一枝花、一棵草）林草产

业工程建设，以实现“山绿民富”。

从教技术到建平台

培育扎根当地的技术能人

“今年杏子长得特别好，我专门给赵老师留了

一树，打电话请他来吃。但他太忙了，我从盛夏等

到立秋，他都没顾上过来。”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

水桥镇鸣沙村，移民庭院里硕果盈枝，村民罗永信

提起这事满是遗憾。

他口中的“赵老师”便是赵顺山，沙坡头区林业

技术服务中心高级林业工程师，宁夏最早一批科技

特派员。

1992 年以来，赵顺山一直在基层从事林果新

技术、新品种的推广示范及果农技术培训，特别是

2002年 9月被聘为科特派后，他把科技创业与本职

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卫市的林果产业作出了突

出贡献。

项目验收后主动留下来

贴心，是群众对赵顺山的第一印象。

罗永信 2013 年和大家一起搬迁到沙坡头区生

态移民村的时候，面对陌生的家园有些不知所措，

对于政府提出的“搬得来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宣

传口号，更是茫然。

根据规划，村里 600 亩土地全部种植枸杞，赵

顺山负责栽培技术方面的工作，包括规划设计、苗

木调运、验收、假植及栽植后的管理等。当年，苗木

栽植的成活率就达到了 95%以上，并且实现挂果。

项目通过验收后，赵顺

山本可以回单位交差，然而

看到移民庭院里由政府种植

的果树品种混杂且无人管

理，导致成活率极低时，他主

动和科技部门联系，留下来

为乡亲们服务。

第一年，对全村果树进行

了修剪及病虫害防治。第二

年，自掏腰包补植苹果、桃子、

李子、葡萄苗3000多株，带着

妻子对移民村 400 多棵劣质

品种果树进行了嫁接和整形

修剪。第三年，针对生态移民

“打工难”问题，主动联系周边

果园吸收他们打工……

“赵老师不但亲自上门

给果树看病，就连剪刀都帮

我们磨，真是一个贴心人！”罗永信对赵顺山赞不绝

口。

多年来，赵顺山依靠自身的技术优势，大力培

育、扶持当地果树生产，使果树成为农户脱贫致富的

“摇钱树”。通过他的努力，生态移民村庭院果树生

长良好，预计2020年全村可实现产值200多万元。

把培训从田间地头拓展到微信群

“我的学生都在这里面。”赵顺山拿出手机骄傲

地说。

苹果技术培训群 16 个，枸杞群 5 个，葡萄群 1

个，入群农户 3500人。点开他的微信群，学生数量

之多让记者吃了一惊，要知道，普通学校都很少有

老师能达到如此规模。

“赵老师，我家的果树长虫了，给您发一段视

频，帮忙看看这是咋了？”“赵老师，枸杞叶子出现白

斑，你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面对农户的提问，简单的，赵顺山就打字回复；

比较复杂的，干脆语音。他一条一条翻看，不一会

工夫，就回答了五六个问题。

为了促进当地果品产业发展，赵顺山不断加强

对果农的技术培训，每年冬天集中授课，夏季则在

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并结合劳动、农牧、扶贫办

等部门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型职业农民实用技术培

训等项目，让果农全面掌握苹果生产的各个技术环

节。

“赵老师说话通俗易懂又幽默风趣，文化程度

不高的人都能听懂，大家可喜欢听他讲课了。”村民

马兰说起赵顺山来喜笑颜开。

像这样的果树培训班，赵顺山每年要举办各种

形式 100多场次，培训果农达 5000多人次！

在他的指导下，果农基本上学会了修剪、拉枝、套

袋等新技术，果树提质增效明显。仅沙坡头区南山台

村，5万多亩苹果树由原来的平均亩产不到2000斤提

高到4000多斤，一跃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提质增效促林果产业再上台阶

“科技扶贫道路上是没有一帆风顺的，只有经

历了千锤百炼，才能获得最终成功。”这是赵顺山的

话。

自参加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以来，赵顺山一直

扎根基层从事林果新技术的推广示范。他还专门

注册成立了中卫市众邦林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先

后在沙坡头设施果树示范园区、柔远设施果树示范

区进行栽培技术研究，通过技术培训示范带动当地

果品产业发展。

引进中油 4号、美国油 2、凯特杏、嫁接红提、克

瑞森无核等设施果树新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技

术、快速整形及促进温室温度调控技术，辐射带动

300 多农户参与种植，使沙坡头区设施果树由 1999

年的 100多亩发展到 1000多亩，生产的“大漠红提”

享誉区内外。

谈起成绩，赵顺山深有感触，任何技术不可能

是一成不变的，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适应产业技

术需求。

由于科技创业成效显著，他多次被自治区科技

特派员创业领导小组、中卫市人民政府评为“优秀

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先进工作者”“三农科技服

务金桥奖”“优秀三区人才”。

然而，这位有着坚毅性格的汉子并不打算止

步于此。按照他的话说：“我一个人富裕不算是

富裕，只有大家共同富裕了，才是真的富裕！”他

要围绕“提质增效”做文章，使中卫市林果产业再

上一个台阶。

赵顺山：在生态移民村种下“摇钱树”

王迎霞 通讯员 张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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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造血式援宁福建造血式援宁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科特派队伍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科特派队伍

本报记者 谢开飞

园艺村成立菌草蘑菇协会，发展订单式菌菇

种植业，走“协会+基地+公司+菇农”路子；武河

村村民组建菌草专业合作社，常国国、刘剑祥等

多位农民因种双孢蘑菇而脱贫致富……位于贺

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帮扶

让宁夏“披金”荒漠“变绿”

在 宁 夏 园 艺 产 业 园 、白 芨 滩 林 场 等 示 范

基 地 里 ，无 论 是 在 大 棚 中 还 是 荒 漠 里 ，其 蔬

菜 、牧 草 等 都 枝 粗 叶 肥 、果 实 累 累 ，与 一 脚 之

隔的荒漠地带景象截然不同。原因何在？这

得 益 于 科 技 特 派 员 、厦 门 大 学 化 学 化 工 学 院

尹应武教授团队与宁夏大学合作开发的新技

术和新产品。

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 260 多万平方公里，成

为当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面对这

样一个世界性难题，尹应武团队与宁夏大学曹兵

团队合作，在白芨滩林场进行了生物基材料固沙

试验，以及利用生物基土壤调理剂在石嘴山前进

农场进行盐碱地水稻应用试验；与宁夏大学苏建

宇团队合作，充分利用秸秆和枝条等废弃生物质

资源，开发多功能、保水保肥新型生物基肥料，使

“荒漠变绿洲”。目前，该团队正在筹划建设万吨

级水性生物基材料生产基地，重点聚焦荒漠牧草

经济。

这是“宁”“厦”合作取得的喜人成效之一。

宁夏大学和厦门大学是闽宁合作对口院校，长期

以来，双方通过项目牵引，柔性引进东部人才、技

术资源等，打造了一支坚持不懈培养人才、源源

不断产出科技成果的队伍。

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游建胜表示，将围绕

宁夏农业“1+4”特色产业和地方精准脱贫产业

科技需求，通过共建研发平台、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和专业人才培训培育等多种形式，发挥科特

派、专家团队等派驻单位的科研成果资源和人

才技术优势，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应用转化，推动

从“项目输血”到“人才造血”精准扶贫转变，打

造一批闽宁科技合作新样板，助力宁夏高质量

发展。

从项目输血到人才造血

闽宁科技合作助力高质量发展

兰山东麓、永宁县西南部的闽宁镇“一村一品”初

步成型，特色种植产业等成果喜人，成为东西部

扶贫协作的典范。

“在福建省的支持下，福建农林大学指导

帮助闽宁镇搭建温棚、传授技术，培育发展起

了全镇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菌草产

业，闽宁镇走上了依靠特色产业增收致富的新

路，也为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探索出一条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的新路。”当地扶贫办

工作人员说。

菌草生命力强，可作牧草、板材，防风固沙

等。此前，“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仅见南方，宁

夏气候干燥，能否“南草北种”？1997 年 4 月，菌

草技术发明人、福建省首批科技特派员、福建农

林大学林占熺教授带着 6箱草种来到宁夏闽宁村

（现为闽宁镇），带领团队经过艰苦攻关，利用菌

草培育出与当地水土相符的“本土蘑菇”。首批

参与试种的农户当年收入超过 2500元，是种菇前

人均收入的 7倍多。

20 多 年 来 ，作 为 闽 宁 对 口 帮 扶 的 重 要 项

目 ，林 占 熺 团 队 在 闽 宁 镇 建 起 菌 草 技 术 扶 贫

示 范 培 训 基 地 。 依 托 该 基 地 ，福 建 农 林 大 学

先后派出 300 多名专家和技术骨干，为宁夏 15

个县市区提供技术培训、菌草菇生产示范等，

推 动 了 宁 夏 首 个 扶 贫 产 业 —— 菌 草 业 的 发

展 ：共 培 训 菇 农 4.8 万 多 人 次 ，带 动 菇 农 平 均

增 收 6000 多 元 ，累 计 新 增 产 值 2.6 亿 元 ，为 宁

夏留下 60 多名本土科特派。如在彭阳县，大

学生科技特派员张迪成立了万绿康菌业科技

有限公司，走上标准化生产道路，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不但要为宁夏“披金”，还要让荒漠“带绿”。

如今，在宁夏固原开展“四个一”林草产业工程建

设中，福建农林大学牵头相关单位开展科技助力

工作，组建草畜、生态林和生态文明等 6支专家团

队，先后派出 300 多人次专家赴固原开展技术服

务，提出“一屏一带一线三区五城”布局规划和生

态旅游、中药材、食用菌等四大融合发展产业，遴

选 30多项新技术新品种在固原试验示范，取得了

重要阶段性成果。

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林戎斌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林戎斌（（右右））调研宁夏双孢蘑菇栽培情况调研宁夏双孢蘑菇栽培情况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特有范儿

即将进入冬季，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

旗的库伦苏木，牧民们不再像往年一样为过冬的牧草而发愁。

近几年来，在科技特派员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当地牧草的来源

已经逐步实现了多元化和充足供应，村集体经济也在不断壮大

发展中。

库伦苏木是该旗唯一的纯牧业苏木。第一嘎查位于苏木东

北部，属半干旱草原，辖区人均草场面积小，因过度载畜，草场退

化严重，牧业发展受到限制，牧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四年前，

全嘎查常住户 96户 21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71户 155人。

进入脱贫攻坚关键阶段后，乌兰察布决定组建科技特派员

扶贫工作队发展牧草业加工，以解决牧民饲草料短缺问题为切

入点，以技术深度服务农牧业产业，带动牧民群众增收致富，补

齐制约嘎查发展短板。

技术推广实现资源就地取材

“‘扶贫先扶志’，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最有效的办法就

是利用技术和产业的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地主动挖掘自身动力，

发展当地集体经济，从而带动贫困户发展。”科技扶贫工作队带

头人、乌兰察布市科技特派员杨俊峰说。

库伦苏木属于纯牧区，往南相邻的乡镇都是农业经济区，主

要以玉米、黄芪、蒙菊和葵花等农作物为主，农作物收获后的秸

秆残留物非常多，农民基本上每年在秋收后春耕前将大量作物

秸秆就地焚烧，造成危害和环境污染。

而对于牧区来说，这些秸秆却是很好的精饲料。库伦苏木

的牧民们进入冬季后因饲草料不足，需大量外运。相邻农区的

作物秸秆资源却得不到共享，究其原因是农作物附属人工收集

费事费工，且收集粉碎存储是个难题。

针对这一情况，扶贫工作队于 2018 年 8 月为嘎查成立了集

体经济，注册了察哈尔右翼中旗玛拉沁农牧业机械服务中心。

以当地秸秆、柠条为原料，引进先进设备，共投入 30 多万元，购

买了拖拉机、打草机、深松犁等设备，将丢弃的秸秆转化成牧区

所需要的优质饲草料，解决了当地牧民冬季抗灾的牲畜饲草料

问题。

杨俊峰介绍说：“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资源的就地取材，成本低、

效率高，结合乌兰察布的实际，我们正在向全市推广这种模式。”

技术应用实现农牧产业升级

每年的五六月份是牧区牧民剪羊毛的季节，针对剪羊毛季节

缺乏劳力的情况，工作队免费给库伦苏木一嘎查牧民提供十台自

动剪羊毛机，并进行现场实际操作指导。剪一只羊由原来二十多

分钟缩短到仅需几分钟，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

杨俊峰说：“几台机器看似简单，但应用到较为落后又急需

技术的产业中，发挥的作用就是不可估量的。”

扶贫工作队在走村入户的过程中，发现一个规模很大的牧

业合作社在饲养牲畜时，还用传统落后的饲养方法，基本上是

‘吃上踩下’，造成大量饲草浪费，而且牲畜的营养吸收也不全

面。针对这个问题，工作队依托技术，为其定位了实现机械化喂

养和机械化药浴的产业发展模式，为库伦苏木查高腰海浩特牧

机专业合作社引进了一条机械化饲喂生产线，经过安装与调试

并进行系统化培训，今年春天已投入运行，效果非常好。我们还

免费为贫困户牧民提供了 30套饲草料粉碎机，解决他们秸秆整

喂浪费问题，节省了草料成本。

“如果说农牧业产业化升级有捷径可走的话，那么这个捷

径，只能是依靠技术。”杨俊峰总结说。

技术服务助力发展集体经济

在扶贫工作队的带领下，2018 年，嘎查集体经济实现纯收

入 10万元。2019年，集体经济继续发展壮大，购置液压翻转犁、

秸秆还田机等设备，今年 4 月—5 月，为周边贫困户耕地 3300

亩，粑地 2700 亩，秸秆还田 460 亩，实现纯收入 5.8 万元，贫困户

享受补贴（减少支出）1.7万元。今年 7月申请柠条平茬任务 1万

亩，土地深松 6000亩，购置平茬青贮一体机 1台。预计今年集体

经济可实现纯收入 30余万元。

杨俊峰介绍说，这种模式使农牧民互补发展，而且经济效益

明显，下一步争取在库伦苏木建设一座储量在万吨级的饲草储

备库和一支高效、先进的农牧业机械化服务队伍，为周边所能覆

盖的农村和牧区服务，让农牧民从春耕到秋收享受“一站式”服

务，真正成为一支永远不走的科技扶贫驻村工作队，为美丽乡村

建设奠定良好坚实的基础。

农牧业产业化升级：

没捷径，只能依靠技术

路 霞 本报记者 张景阳

科技特派员杨俊峰（左）在田间进行技术指导
路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