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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范儿

扶贫先锋

“阿瓦迪县 18 个贫困村的 410 户贫困户，户

均年增收 9497.85元。”

“阿克苏市 10 个贫困村的 300 户贫困户，户

均年增收 7087.83元。”

……

近日，浙江省农科院园艺所副所长蔡为明

研究员收到了一份来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统计

报表。浙江省科技援疆“万亩亿元”工程黑木耳

种植项目进行了阶段性验收，已让数千户贫困

户增收。

作为该项目技术负责人，蔡为明颇感欣慰。

“起初我们的目标是，最新一季收成实现每户增

收 3000 元，现在看来很多试点贫困村已远超预

期。”蔡为明说。

自 2008年率科特派队伍入驻浙江金华武义，

协助当地香菇产业提质增效，蔡为明正式开启了

食用菌产业帮扶之路，包括助推杭州淳安桑黄安

全高效人工栽培、带领黑木耳专家技术员奔赴阿

克苏地区提供“全链式”支援帮扶等。他表示，要

让更多农民轻松高效地种菇，实现脱贫致富，团

队围绕良种培育、产业模式、服务范围等方面持

续创新。

2017年春节后不久，一个从新疆阿克苏地区

打来的电话，让蔡为明与阿克苏结下了不解之

缘。

“蔡老师，我刚到阿克苏参与援疆工作，在调

研时发现当地苹果树、梨树、核桃树修剪下来的

枝条，村前屋后堆了很多，挺浪费，是否能用来种

食用菌？”从浙江省科技厅选派的第九批浙江省

援疆干部叶祥发向蔡为明求助。

地处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天山脚下的新疆

阿克苏地区享有“塞外江南、白水之城”之称，当

地出产的冰糖心苹果、薄皮核桃、红枣等很受欢

迎。

早在 2009年，蔡为明被选为国家食用菌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时，曾调研过新疆，面对援疆

干部的意见征询，他立即向对方确认当地气候环

境，得知水量足够、基质资源丰富、气候条件适合

种植黑木耳后，双方一拍即合。

2017 年 3 月中下旬，装有几十斤苹果、核桃、

变废为宝，阿克苏地区再添木耳香

7 月 9 日，蔡为明赶赴金华武义县，参加在武

义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基地召开的全省设施香

菇智能化高效栽培技术现场交流考察会。

金华武义县曾是浙江省定的 26 个欠发达

县 之 一 。 2015 年 底 ，26 个 欠 发 达 县 一 次 全 部

“摘帽”。发展香菇产业，是武义县“摘帽”的一

大法宝。

“自备木屑、麸皮、石膏等材料，手工拌料将

其混合均匀，用简陋的机器设备装袋，加班加点

烧柴火完成灭菌……早期农民用土法制作菌棒，

既辛苦又低效，成品率还没保障。2008年我们食

用菌团队科技特派员入驻武义，首先是要让农民

从繁重的、低效、质量没保障的生产模式中解脱

出来。”蔡为明说。

要带着农民干，先得做给农民看——蔡为明

率团队联合当地创办了武义创新食用菌有限公

司，投资 1000 多万元建立 1 条年产 600 万菌棒的

自动化生产线，每个料棒制作仅耗时 2秒，送到超

过 100 摄氏度的灭菌灶内统一灭菌，然后送进无

菌接种室完成接种。

“这么一来，把制成的菌棒直接交给菇农管

理，他们就省事多了。我们在武义第一批试做了

200 万棒，这样做的料棒效率高、质量好，当天就

被菇农们预订一空。”蔡为明笑称。

多次考察后，蔡为明注意到，由于土法制菌

棒低效，导致很多上了年纪的菇农干不动、年轻

人不愿干，要让当地食用菌产业保持活力，良法

与良种缺一不可。

“针对每年 5 到 6 月和 9 到 10 月的香菇淡

季，我们育成了优质香菇品种‘浙香 6 号’，并

研 发 出 配 套 设 施 化 高 效 栽 培 技 术 ，所 产 的 香

菇质优价高，售价比常规的高 2—3 倍。双管

齐 下 后 ，吸 引 当 地 不 少 青 壮 年 回 乡 种 菇 。”蔡

为明说。

目前，通过蔡为明团队的技术支持，武义县

已建成 20 多条专业化料棒生产线，年产料棒

3800 多万棒，技术惠及全县 90%以上的菇农，年

收入 20 万元以上的专业大户达到了 23 户，食用

菌从当地的脱贫产业变成了富民产业，相关技术

推广应用已累计节支增收超亿元。

科技帮扶，菇农节支增收超亿元

“现如今，浙江范围内的贫困县已经完全摘

帽，但增加农民收入的任务并不过时。”蔡为明认

为，食用菌产业扶贫事业，随着时代发展，还要持

续升级。

今年的超长梅雨天气，让蔡为明联想到了

2019 年超强台风“利奇马”对菇农造成的损害。

“就武义县新宅镇，当地菇农的菇棚沿溪而建，没

有集中的菌棒生产场地，台风过境、溪水漫涨，很

多菇农的菌棒被冲走，造成损失数十万。”

为此，蔡为明率团队成功研发了香菇菌棒工

厂化集中生产、周年化栽培的高效技术模式。

“通过突破品种技术，建立温度、湿度、通

风、光照等环境可控的香菇工厂化生产基地，

统一提供菌棒、统一技术服务，菇农可直接管

理出菇，从而建立由企业负责菌棒生产、农户

负责出菇管理的‘1+N’生产经营方式，创建亩

产百吨香菇、百万元产值的‘双百共富’模式。”

蔡为明说。

据统计，目前在全国的贫困县中，有七成以

上发展了规模不等的食用菌产业。这一产业具

有投资小、周期短、见效快等优势，非常适合农牧

民尽快实现脱贫致富。

“现在不少地方的食用菌产业发展得很快，

政府支持的力度也大，可以说是迎来了难得的发

展机遇。”蔡为明表示，目前这一平台吸纳了四户

菇农，去年户均增收 20 万元以上，准备今明年再

建 60个大棚，大致可再吸收 30户菇农，未来将着

力打造更多现代化种菇大户。

集约化管理，创建“双百共富”模式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黄新忠察看梨树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日前，地处伏牛山区的河南省确山县瓦岗镇的中药材基地

里，万亩夏枯草正迎来采摘季。村民们三五成群地忙着剪夏枯

球，而在集镇上的中药材收购点，则是机器轰鸣，工人们不停地

加工、打包，准备外运，一派繁忙景象。

“这几年，俺每年都种 10 多亩夏枯草，能卖 4 万多元。今年

特别高产，每亩比去年能多卖两千多元。”62岁的黑风寺村农民

谢行章很是感慨：“你说，俺种了一辈子地，还没有一个城里人种

得好？不信科技不中！”

老谢说的“城里人”就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处众创空间管

理办公室主任、河南省中药生产一体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王一硕。别看他是 80后，却是资深科特派。

每年2/3时间都在中药材基地

2009 年，河南省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正式启动，29 岁的王

一硕作为首批科特派被选派到中药材之乡禹州市，不仅指导当

地药企生产，而且建设了道地中药材禹白附种植示范基地。接

着又去襄城县、嵩县、方城县，建药企、种药材，帮助改进了 20多

种河南省常用大宗中药浓缩粉提取工艺标准，建立 5 种中药配

方颗粒的提取工艺和质量要求，指导种植中药材 40多万亩，120

多种。他每年 2/3的时间都是在这些中药材基地县度过的。这

些基地县的药农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能见到他一次。他的汽

车轮胎磨损得特别快，几乎每年都得换一条新胎。

2018 年，按照组织要求，他的服务县又增加了豫西伏牛山

区的确山县。

那里具有夏枯草生长的天然优势。夏枯草是一种清热解毒

的中药材，有治疗目赤、肿痛、头痛的作用，还能清肝火、降血压、

散结消肿，很多清热解毒类中成药里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很

多人喜欢用夏枯草来泡茶、煲汤。路旁沟边到处都有，种起来也

特别省事，种子一撒，就等着收获，而且产量高、效益好，一亩地

能卖两三千元。

“但不知道咋回事，越种产量越下降，品质也下降得厉害，在

药材市场上也总卖不上价。”7 月 19 日，在确山县瓦岗镇的夏枯

草种植基地里，谢行章说他种植夏枯草十多年，“前些年一亩地

能挣两三千元，后来能卖出一两千元就算不错了”。

他到地里一看，就知问题出在哪

“一直到前年，王老师来了，我们才算明白是咋回事。”谢行

章说：“人家到底是专家，到地里一看，就找出毛病了。”

“想要高产、多挣钱，还舍不得买好种子，地也懒得耕作，种

子一撒图省事，你糊弄药材，药材能不糊弄你？”王一硕带领河南

省中药材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来给大家讲课。原来这里没有

按照规范化去种植，时间一久使得夏枯草种质资源退化，品质也

跟着下降。

讲完课，王一硕就带领科特派团队成员，分头分户下到老百

姓的农田里，手把手教群众咋耕地，咋施肥，咋种植，还把自己带

来的优质种子分发给各家各户，说：“先不收钱。去年大家一亩

地最高卖两千元，今年用我带来的种子，亩收入过三千元的话，

大家把种子钱拿出来。要是达不到这个收入，种子钱就免了。”

结果，当年凡按他的办法种植的夏枯草，亩收入普遍超过三千

元，有的地块甚至取得了四千多元的收益。

王一硕团队又与当地药企天弘药业联系，与农民签订种植

合同，以每公斤高于市场价 2 块钱收购，给药农吃了颗“定心

丸”。2019年，他创建了“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组入股+服务

团科技支撑+贫困户订单分红”的扶贫模式，除了技术指导，还

提供优质种苗和化肥，同时签订夏枯草订单种植、购销合同，实

施市场保护价。

随着政府的支持，企业的带动发展，服务团科技植入，药农

的精心管理，中药材种植在确山县生根发芽、遍地开花，现已种

植中药材 30 多个品种，面积达到 10 万余亩，成为全县农业主导

产业、经济支柱，直接带动 1.6万余户近 4万余人就业。

在指导药农种植的同时，王一硕团队还与天弘药业一起建

立了驻马店市重点实验室和河南省夏枯草培优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科研平台，针对夏枯草如何科学种植进行系统研究，建立夏

枯草种子繁育基地，彻底解决夏枯草种质资源退化、品质下降、

产量降低的现状。

“有了科技的注入，种草也能发财。”谢行章说，他在农闲时

间还到天弘药业的夏枯草种植基地务工，那是专门给贫困户开

辟的就业渠道，每天工资 110元。末了，谢行章说：“夏枯草马上

都收完了，这地下半年还能种玉米，一点不耽误，又能增加一份

收入。”

“粮食不用买，蔬菜不用买，鸡、猪都是自己养的，一年还能

挣四五万元，享福了！”谢行章伸出两只大手，把王一硕的右手跩

得紧紧的，一脸笑容。

有技术，

种“草”也能发财

“现在一年收入，抵得上过去 3 年，日子总算

好起来了。”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蔡龙辉回

忆起过去，眼圈泛红。

70 岁的蔡龙辉是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濉溪

镇大元村贫困户。和他一样，日子越过越红火的

当地农户还有很多，这些变化离不开“科特派+企

业+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

10 多年来，福建省科特派、国家梨产业技术

体系福州综合试验站站长、福建省农科院果树所

研究员黄新忠，积极推动最新果树科技进农家、

入企业、到基地，在他及其团队践行的产业扶贫

模式带动下，全省建立起多个果树示范基地，为

贫困群众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破解产业难题、让果企发展果农致富，是我

担任多年科特派实践中最想做的事。”黄新忠

说。2019 年 10 月，在全国科特派制度推行 20 周

年总结会议上，黄新忠等 92名科特派获科技部通

报表扬，他也被服务过的三明市明溪、清流、建宁

等县乡亲们亲切地称为“梨博士”。

贫困群众有了稳定收入

在位于建宁县绿源果业有限公司果树基地，

蔡龙辉正忙着从事田间农事工作。

作为失独老人，蔡龙辉和老伴早前收入来源

于 2 亩莲田，年收入仅 8 千元左右，生活相当困

难。“绿源果业聘请我担任管护员，如今，年收入

增加到 2万 5千元左右！”蔡龙辉用手指比划。

之前，蔡龙辉所在的绿源果业可是另一番景象。

建宁县地处闽西北偏远山区，是革命老区苏

区县，也是福建省 23 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之

一，长期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科技水平低下。

黄新忠至今记得 10多年前，作为福建省第一

批科技特派员初到绿源果业时的场景。当时，正

是建宁黄花梨产业的低谷期：品种老化、质量下

降、技术推广滞后，不少果山抛荒。

彼时，黄新忠下定决心，要救活这片“烂果

山”。他带领团队，指导绿源企业建立“园中园”

模式，组装集成示范推广梨、黄桃、猕猴桃新品种

及避雨栽培、棚架栽培、水肥一体化、人工辅助授

粉等增产稳产、提质增效技术。

从福州到果场六个多小时的路程，黄新忠

团队一年往返二十几趟；与果农一起吃住，手把

手传授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年成效

初显，果园实现产量 970 吨、收入 285 万元、利润

82 万元，一举扭亏为盈。

变化不止在梨产业。据绿源果业负责人傅

兴安介绍，在黄新忠团队的帮助下，2012年以来，

该公司水果产量、质量和企业利润持续稳定增长

与提高，翠冠梨、锦绣黄桃 2个果品获得国家绿色

食品标志使用权，注册的“建绿”牌商标荣获福建

省著名商标，2017年还成为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

会晤食材供应企业。

企业实现了持续良性发展后，便开始着手帮

扶贫困户，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目前，

和蔡龙辉一起在绿源果业务工的贫困户共有 5

户。此外，黄新忠还对接托斯卡纳（福建）葡萄庄

园有限公司，解决企业产业技术难题，雇工帮扶

贫困户等 6户。

果业“救死扶伤”的英雄

在福建众多种植户眼里，黄新忠还是果业

“救死扶伤”的英雄。

“如果不是黄老师团队的技术帮扶，台农 2号

蜜雪梨可能要濒于灭绝……”在三明市清流县当

地许多果农，说起此事感激之情洋溢于表。

原来，清流县拥有全省台农 2 号蜜雪梨最大

的种植基地，但因栽培技术跟不上，产量低、品质

劣、效益差，2008年种植面积锐减至 1万亩以下。

获知这一情况后，黄新忠来到清流县。他以

嵩口镇围埔村村办梨场为突破口，建立了低产劣

质台农 2 号蜜雪梨园改造技术集成示范园 200

亩。

经他密集技术培训、现场技术指导与示范操

作，自 2010 年起，蜜雪梨综合生产终于出现“亮

丽”转身：亩产持续保持 2500 公斤，200 克以上优

质果率达到 82%，亩收益 5218 元以上，成为全省

栽培产量、质量、效益最好的台农 2 号蜜雪梨园，

带动周边大量抛荒半抛荒台农蜜梨园仿效改造。

不仅是清流县，2010 年 3 月，全省落叶果树

产区正值开花幼果期，却连遭冰雹、霜冻危害，范

围之广、受害之重前所未有。当时刚刚承包建宁

县果树示范场的福胜果业有限公司，受冻害影

响，200亩梨园、桃园，面临绝收。

为此，黄新忠奔赴现场“对症下药”，在他提

供的冻后促生代子花、增大果个、提高品质等针

对性技术支撑下，该企业 2010 年实现水果总产

175 吨，收入 56 万元，扣除果园基础设施投入和

上交 10 多万元承包管理费，在病灾之年，仍做到

了投入产出持平。

手把手送“干货”到农家

科研项目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黄新忠主持福

建省“现代农业果树品种改造项目”期间，不仅多

次进果园现场把脉诊断，还开起了“田园课堂”，

知识讲座再加上现场示范讲解，为果农们送去满

满的“干货”。

在三明市明溪县胡坊镇林宝生态梨园，黄新

忠手把手传授农户自己多年研究的实用型疏导

法梨整形修剪新技术，破解多年高接翠玉梨换种

效益缓慢的瓶颈，实现丰产丰收。

“黄老师每年都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现场

进行果树技术指导，我们果农学到了不少的经

验、技术，也增加了不少的收入。”果农汪小良

说。建瓯市玉山镇是福建省 2003 年新发展起来

的早熟梨栽培区，黄新忠采取密集型技术指导、

培训等服务形式，使棚架栽培、早期落叶综合防

控等技术得到迅速推广普及，当地翠冠梨产量、

效益连续多年稳定提高。

10年来，黄新忠及其团队推动建立落叶果树

示范基地 3950 亩，年均举办技术培训 1000 人次

以上，带动周边果农 865户，覆盖面积 1.5万亩；开

展精准扶贫，动员生产示范园承建种植企业与大

户，稳定贫困家庭人口作为管理用工 17户 29人，

户均增收 3.68万元。

“下一阶段，将持续号召原中央老区苏区县

（市、区）梨种植企业、种植大户，待遇从优招收部

分缺智、缺钱贫困人员从事梨生产经营环节管理

工作，以增加部分贫困家庭工资性收入来源。”黄

新忠说。

“梨博士”救活“烂果山”
福建三明抛荒果园变成示范园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马炳文 曾少敏

本报记者 乔 地

王一硕（右）与药农展示道地方城裕丹参
受访者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梨和红枣 4种果树枝条的大包裹被送到了蔡为明

办公室。“我们立即着手分析 4种果树枝条的营养

成分，将它们粉碎按配方制成菌棒，到 4月份看到

发菌情况不错。5 月份我们就去阿克苏地区调

研，在那边完成了调研报告，经过测算，可实现当

地亩产万元。经过几番论证研讨，浙江省援疆指

挥部和阿克苏地委确定推进实施‘万亩亿元’黑

木耳种植项目。”

2017年，浙江省科技援疆“万亩亿元”工程黑

木耳种植项目试种 6 万棒，2018 年试种 56 万棒，

2019 年全阿克苏地区一下子推广到了 1000 万

棒，带动贫困户 5190多户。

如今，阿克苏地区基于“万亩亿元”工程，已

构建起了“研发中心+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的产业发展体系和机制，形成了以贫困户为

生产主体、合作社为纽带、国有龙头企业为菌棒

生产和销售依托的产业发展链条。黑木耳种植

已成为当地带动贫困村和贫困户稳定增收的新

途径。

“去年在阿克苏推广种植的黑木耳，是预计

户均种植 2000个菌棒，按批次分配给各县市贫困

村的黑木耳基地，部分县市基地的菌棒下地排场

时已接近冬天，需要跨年出耳，统计时还没出耳，

因此报表上的数字，各县基地之间有比较大的差

别，但基本都达到了我们的收益预期。”蔡为明解

释道。

冰糖心苹果好吃还有妙用冰糖心苹果好吃还有妙用

在新疆阿克苏在新疆阿克苏
他找到了科技扶贫的他找到了科技扶贫的““秘密武器秘密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