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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姜 靖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科特派在行动

典型派

眼下，在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早已

复工复产的贵州岩博酒业有限公司一派热闹景

象。早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与

村支书余留芬的一席对话，让“人民小酒”一夜爆

红，岩博村也因此成为脱贫攻坚模范村。

小酒托起扶贫梦，靠的正是科技创新。从

2013 年起，贵州第一个酿酒专业博士、贵州大学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黄永光教授就来到岩博酒

业，为“人民小酒”提供技术服务。黄永光以全国

首创的清酱香型白酒酿造技术让“人民小酒”走

俏市场，并带动了当地的产业扶贫。

黄永光只是活跃在贵州脱贫攻坚企业战线

上企业科技特派员之一。

近年来，贵州省科技厅持续开展“千企面对

面”，通过摸底调查和“面对面”座谈的方式，征集

各企业的技术难题，并凝练成技术需求，通过派

驻企业科技特派员等方式，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对症下药”。

“你的叫什么酒？”

“岩博酒。”

“白酒？多少度？价格怎么样？”

“对，白酒。我们的价格就是老百姓喝的，定

位是‘人民小酒’。”

“我是问价格多少？”

“我们只卖 99元。”

2017年 10月 19日，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习

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与村支书余留芬的一

场对话，让“人民小酒”意外走红。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和点赞，让远在千里之

外的黄永光心潮澎湃。彼时，他已经扎根在岩博

酒业整整 4年了。

“山高路陡石头多，种一坡才收一箩。”过去

的岩博村，是乌蒙山区的一个深度贫困村。

黄永光坦言，2013年，第一次到岩博村，其贫

穷和闭塞，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所谓的岩博酒

业，不过是一个半露天的“窝棚”，这是黄永光见

过的全国最落后的酿酒小作坊。

传承着当地彝家 600 多年，独具民族特色的

酿造工艺，岩博酒业酿造的小锅白酒，虽然在当

地小有名气，但放到全国市场，显然不具备什么

竞争力。偏偏这么一个简陋的小作坊，承载着全

村人的脱贫梦想。在村支书余留芬的带动下，岩

博村 160 多户村民投资入股，纷纷把脱贫致富的

希望，放在了这瓶白酒上。

早些年，不认命的余留芬丢掉了锄头，倒腾

起超市、餐馆、运输，成了村里面第一批富起来的

人。忘不掉乡亲们的余留芬，2001年回村当起了

村支书。刚上任，村里不仅没有分文积累，还欠

着几万元的外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余留芬

带着乡亲们建砖厂、办养殖场，誓要改变村里的

贫困面貌，但谈何容易……

黄永光为余留芬和乡亲们的脱贫决心所打

动，他当场表态：在岩博酒业没有实现盈利之前，

愿意无偿提供技术支持。

小作坊撑起扶贫大梦想

本报记者 何星辉

当时的全国白酒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

酱香型，除国际品牌茅台外，还有很多品牌。浓

香型，川酒占据大半壁江山。清香型，以汾酒为

代表的北方酒独占鳌头。

出路在哪里？

在深入的调研中，黄永光苦苦思索的这个问

题，答案越来越清晰。如果用现有的小锅白酒去

打市场，那就是骑着单车追宝马，吃力不讨好。

黄永光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差异化”上面。

北方人偏好于清香型的清爽和优雅，南方人

更喜欢酱香型的醇厚和悠长，能不能开发出一款

风味独特而南北通吃的产品？

起初，业界并不看好，黄永光却固执己见。

从酒业规划设计，到产品研发、技术体系打造和

一瓶小酒带富一方百姓

2015年以来，围绕着脱贫攻坚主要产业和基

层技术需求，贵州省共选派了 8455名科特派赴贫

困地区开展服务。通过主动对接或组织选派等

方式，科特派结对服务企业、合作社和乡镇等，在

脱贫攻坚中发挥出了积极作用。

黄永光说，企业为科技人员提供了发光发热

的舞台，科技人员在为企业解决实际难题的过程

中，又不断检验和提升技术水准，这是一个双赢

的结局。到岩博酒业后，黄永光先后成立了酿酒

大师工作室、科技小院、研究中心、技术中心、工

程中心和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并在项目研究、平

台建设等方面，为岩博酒业争取到了 800 多万元

的经费支持。这些，为岩博酒业综合竞争力的提

升，注入了创新力量。凭借全国首创的清酱香型

白酒酿造技术，黄永光还一举斩获了 2018年度的

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派驻一个科特派，解决一项技术，带动一个

企业，成就一个产业。以企业科特派为桥梁，贵

州省进一步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促进更多的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模式下，企业科特派勇于挑起大梁，通过精准把

握科技政策、提供技术方案、协助项目申报、攻克

共性难题、促进成果转化等手段，激发出了企业

的创新效应，也将科技创新这块招牌越擦越亮。

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走出“象牙塔”，在贵

州，明星式的企业科特派不止黄永光一人。获得

2018 年度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张丽

艳，也是贵州中医药大学派驻贵州威门药业的企

业科特派。多年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让她取得

了贵州苗药材头花蓼关键种植技术的新突破。

2017 年以来，贵州推广种植头花蓼近 4 万亩，销

售收入近 1.4亿元，带动 4万余人脱贫。由头花蓼

制成的“热淋清颗粒”成为贵州省第一个出口创

汇的苗药制剂，近三年实现销售收入 9.40 亿元、

利税 2.83亿元。

企业科特派的辐射效应，在贵州日益显现。

协同创新让企业科特派挑大梁

4 月底，果树种植专家贺安之又开了一场直

播。他以“果树春季管理关键技术”为主题，向果树

种植户讲解修剪、萌芽管理等实用技术，因为技术

“化繁为简”，语言轻松活泼，先后有一万余人次涌

进了直播间，微信、电话咨询不断。

把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实用技术送到一线，是

山东济南“上联千人，下接千村”计划的一部分。这

连同山东省各地科特派的其他典型做法，近日被科

技部“点名”表扬。

科技部官网刊文称，（山东）各市在科技特派员

工作开展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亮点，济南市以科

技特派员示范基地为载体，“上联千人，下接千村”；

青岛农业大学“上门科技培训、农民进校培训、网络

进家培训”，为当地培养带不走的“田秀才”；淄博市

鼓励科特派通过技术入股、资金入股等多种形式与

龙头企业、农民建立经济利益共同体，把“特派员”

变成“常驻军”；枣庄市山亭区的科技点餐服务，精

准实现了“一户一策”帮扶。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山东省科技厅有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我们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和结果导向，坚持人才下沉，缓解农村人才短缺；坚

持科技下乡，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坚持服务三

农，助力乡村振兴。”

与农民结为利益共同体，
科特派成“常驻军”

姜卓俊教授是一名“一叫就到”的科技特派员，

是草莓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的“工作狂”，几乎跑遍

全国所有大中小型草莓种植区，在全国培育出一个

又一个草莓专业村、专业镇和专业县，被百姓称为

“草莓大王”。

“茶博士”丁兆堂教授，常年扎根农村，累计繁

育茶树苗木 3 亿株以上，相关配套技术累计推广

100余万亩，创经济效益 8.5亿元。

姜卓俊教授和丁兆堂教授都是青岛农业大学

派往一线的科特派，在他们看来，科研成果放在实

验室里是沉睡的种子，只有放在田间泥土里才能开

花、结果。但这所高校并不满足于将“精兵强将”派

往扶贫一线，他们认为，教育既能“短期治标”，又能

“长期治本”。

该校充分实施“三培训”工程，即“上门科技培

训、农民进校培训、网络进家培训”，为当地培养带

不走的“土专家”“田秀才”，不断拓展科技下乡覆盖

率、纵深度。

农历“九九”之后，正是传统“耕牛遍地走”的时

节，也是蔬菜栽种的最佳时期。对淄博市科特派李

继珍来说，帮助基层百姓做好疫情防控和蔬菜栽种

是头等工作。

在淄博市高青县，她与当地的杏鲍菇种植户分

享了让杏鲍菇增量增产的经验：“利用现代化工程

技术和先进的设施、设备人为设定、自动控制栽培

环境将杏鲍菇液体深层发酵技术、优质高产栽培和

管理措施结合起来。”

记者了解到，淄博市鼓励科特派通过技术入

股、资金入股等多种形式与龙头企业、农民建立经

济利益共同体，把“特派员”变成“常驻军”。一番操

作下来，效果逐渐显现。

瞄准问题“点餐”，科特派
成乡村振兴重要抓手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话是枣庄市山

亭区贫困户闫业友的真实写照。

他依靠第一书记帮扶获得两只扶贫羊，却苦于

缺乏技术，一年下来养殖效益总是上不去。科特派

的出现让事情变得不一样。在该区畜牧服务中心

副主任、科技特派员赵恒亮的技术支持下，闫业友

的扶贫羊已发展到 30 余只的规模，一下子实现了

脱贫。

把点餐科技服务“大礼包”直接送给急需帮扶

的贫困户，这是山亭区科技特派员精准帮扶的一项

新举措，而闫业友正是其中接受帮扶的典型代表。

这种“点餐式”，正是在对全区贫困户入户调查

的基础上，根据致富项目的不同，农民兄弟可随意

选择服务内容，对于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在全区

“五级”科技特派员队伍中点选最合适的科技特派

员，进行针对性指导和面对面培训，真正实现了“点

餐式”服务。

无论是济南、青岛，还是淄博、枣庄，他们的创

新实践都是该省实施科特派行动支持计划的一部

分。在山东十六地市，6724 名注册科技特派员走

进乡村，实现了该省对所有扶贫工作重点村科技指

导人员的全覆盖。

在帮扶过程中，这支科特派队伍不断壮大，成

为山东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一叫就到”，山东科特派开展“点餐式”服务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酿酒人才培养，都花费了黄永光大量心血，他试

图用科技创新之手，为岩博村打开一扇脱贫致富

之门。

几经波折，由他研发的全国首款清酱香型

白 酒 在 岩 博 酒 业 问 世 。 酒 香 浓 郁 、口 感 上 佳

的“人 民 小 酒 ”一 经 投 放 市 场 ，迅 速 受 到 消 费

者 追 捧 。 基 于 清 酱 香 型 的 品 类 创 新 为“ 人 民

小酒”带来个性化的产品优势。名字亲民，价

格也很亲民，“人民小酒”的出现，无疑是一个

补充需求短板的极好产品。后续几大单品的

陆 续 推 出 ，为“人 民 小 酒 ”构 建 起 较 为 丰 富 的

产品体系。

黄永光的“剑走偏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

果。更让黄永光开心的是，在品鉴过“人民小酒”

后，白酒界泰斗、世界级酿酒大师季克良频频点

赞，并在此后一直关心着岩博酒业的发展，受聘

为岩博酒业总顾问。

从酿酒小作坊到花园式规模酒业，独具特色

的“清酱香型”酿造工艺，让大山深处的岩博酒香

飘遍中国。

数据显示，2016 年，岩博酒业实现销售收入

3800多万元；2017年，9600多万元；2018年，3.2亿

元；2019 年，近 4 亿元。岩博酒业的兴起，带动了

岩博村的“扩张”：由三个小村合并成联村，带动

1012 户 3450 人脱贫致富。人均年收入从不足

800元，提高到了现在的 2.26万元，岩博村因此成

为远近闻名的脱贫攻坚示范村。

如今的“人民小酒”，早就是名副其实的“扶

贫小酒”。岩博村的扶贫模式，也从传统的“输血

式”扶贫，真正转型为村民自食其力的“造血式”

扶贫，老百姓不但可以稳定就业、增加收入，每年

还可以参与分红，同时也能够利用企业的便民政

策开展其他副业。

岩博村四组村民宋会琴说，过去种苞谷和洋

芋，一年到头辛苦下来，也剩不了几个钱，自从进

酒业当工人，每个月有几千元的工资收入，入股

酒业的 3万元，也已经增值了不少。

根据规划，岩博酒业将力争在 2030年完成销

售目标 20 亿，成为中国知名白酒品牌。同时，按

照集团化发展布局，岩博村将以岩博酒业为核

心，通过发展粮食种植、特色养殖、彝族文化旅游

产品、岩博旅游观光园区等，打通上下游产业链，

延展周边产业，力争以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持续带

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马铃薯是春季栽培主要露天蔬菜，容易受到霜冻危害。4

月底，在山东省泰安市良义村，受“倒春寒”天气影响，马铃薯的

部分新叶已经发黑，特别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块影响较重，村民们

反映首次在马铃薯发棵期遇到这么严重的霜冻危害。他们立即

与山东省蔬菜创新团队专家取得联系。来自泰安市农科院的科

特派根据不同地块受害程度，给予种植户及时喷施碧护+氨基

酸叶面肥+杀菌剂、及时浇水等补救措施，建议尽快促进马铃薯

株势恢复。

针对此次低温天气，泰安市农科院小麦团队及时开展冻害

调查，发现降温幅度较大麦区、部分地势低洼地块小麦叶片出现

结霜现象。科技特派员、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小麦创新团队泰安

试验站站长、高级农艺师王瑞霞说，虽然小麦长势目前未见明显

异常，但此次降温有可能造成霜冻害或冷害，影响花粉粒形成和

活力，进而影响小麦授粉受精，降低结实率，使小麦穗粒数减少。

目前，泰安市小麦已陆续进入春季第二次水肥管理时期，结

合减轻此次降温的不利影响，王瑞霞特派员建议在田间管理上

重点做好两点：一是加强抽穗扬花期水肥管理。根据土壤墒情

及天气，在抽穗扬花期及时浇水，对于春季第一次追肥量少的麦

田，或受低温影响较为明显的麦田，结合抽穗扬花灌水亩追尿素

5 公斤左右，以促进小麦开花授粉，增粒数，保粒重。二是抓好

扬花灌浆期一喷综防。抽穗扬花后有针对性地开展“一喷综

防”，在根据监测预报做好病虫害防控的同时，适度增加叶面肥，

也可以进行叶面肥与植物生长调节剂混喷，促进小麦抗逆性、促

进灌浆、延缓早衰。

迎战倒春寒
泰安科特派提供技术支撑

近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印发《福州市关于进一步坚持和深

化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工作

方案》指出，今年，该市将改变科技特派员的选认方式，扩大选认

范围，实现创业和技术服务领域覆盖一二三产业，同时实现科技

特派员在乡镇和行政村全覆盖。

服务范围拓宽至全产业

据介绍，前两年，福州市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行科技特派员

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科技特派员工作

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今年该市打造科技特派员制度“升级

版”，制定出台工作方案，促进福州市科技特派员工作走深走实。

今年，福州市将改变科技特派员的选认方式，扩大选认范

围。《工作方案》提出，对实际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成绩突出

的，可以适当放宽选认标准，实现创业和技术服务领域覆盖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每年选认省级、市级科技特派员不少于

600名，实现乡镇全覆盖；各县（市）区要同时开展科技特派员选

认工作，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为实现科技特派员工作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拓展

覆盖，工作方案将之前单独由县（市）区申报选派的做法，改为由

市直有关部门推荐和各县（市）区组织遴选相结合。”福州市科技

局局长任义文说。

《工作方案》还强调，上一级科技特派员要从下一级科技特派

员中择优推荐。“强调上一级科技特派员要从下一级科技特派员

中择优推荐，目的是扩大选认范围，上下联动，带动省市县三级科

技特派员选认工作，实现乡镇和行政村全覆盖。”任义文表示。

“真金白银”扶持打造示范基地

今年，福州市将加强项目带动，提高资金支持。《工作方案》

提出，每年立项实施一批科技特派员科研项目，根据个人、团队、

法人项目效应，分别给予 10万元至 30万元资助。支持建设一批

“星创天地”，并鼓励积极创建国家级、省级“星创天地”。结合该

市现代农业创新基地认定和美丽乡村建设，扶持打造一批科技

特派员示范基地。

在资金安排上，市财政部门将加大对科技特派员工作的经

费支持力度。《工作方案》提出，加大财政资金保障力度，市财政

部门应将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列入预算安排，统筹用于科技特

派员工作、项目和平台建设。各县（市）区要相应设立本级科技

特派员专项经费和工作经费，并逐步加大保障力度。

《工作方案》明确，从市级科技特派员每人每年 2 万元工作

经费中提取 5000元，包干用于交通、通信和生活补助，其余按规

定报销。对推荐认定的省级科技特派员，福州市给予每人每年

5000元（与省里出台标准就高原则执行）包干费用。

“订单式”需求对接机制增强服务精准度

据了解，今年，福州市还将进一步加强机制创新。《工作方

案》强调，用好全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云平台，必要时配合开发该

市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平台，为科技特派员的管理提供信息化

支撑。

福州市建立“基层提出需求、县区主动认领、省市统筹安排”

的“订单式”需求对接机制，以及通过管理服务平台及时发布成

果、人才、市场等方面信息的“菜单式”服务供给模式，增强服务

供给的有效性和精准度。

此外，支持科技特派员与服务对象结成“风险共担、收益共

享”的利益共同体，允许兼职兼薪，允许资金入股，允许以科技成

果和知识产权入股。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特派员的金融支

持力度，包括开展授信、小额贷款等信贷业务。

最高资助30万元
福州科特派将覆盖全部行政村

马丽清 梁凯鸿 本报记者 谢开飞

本报记者 王延斌

直击痛点直击痛点 发挥特色发挥特色
他们他们““剑走偏锋剑走偏锋””酿出扶贫酿出扶贫““小酒小酒””

派 驻 一 个 科 特

派，解决一项技术，

带动一个企业，成就

一个产业。以企业

科特派为桥梁，贵州

省进一步强化产学

研用紧密结合，促进

更多的科技成果转

化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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