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0 年 8 月 4 日 星期二■责编 姜 靖

科特派在行动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新闻热线：010—58884102
E-mail：jiangjing@stdaily.com

特有范儿

扶贫先锋

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中庄村一个 2000平方米的厂房内，

34 岁的孔博正在各操作间查看。工人们熟练地分拣包装西红

柿、黄瓜、白菜、辣椒等各种新鲜蔬菜，最迟第二天，他们就会被

送到全国各地的顾客家里。简单的蓝色 T恤，朴实的笑容，偏黑

的肤色，孔博已经完全没了白领的影子，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

“菜农”。

作为北京密农人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农人

家）创始人，用八年时间，孔博将密农人家打造为连续多年淘宝

网蔬菜类目销售额第一名、淘宝网唯一双金冠蔬菜店铺。

而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如何让密农人家带动更多人致富，

是孔博一直思考的问题。2019 年，该公司直接带动 400 余农户

户均增收 4000 元,与全区 65 家合作社达成生产合作关系，覆盖

密云区 17个乡镇，与石娥村、后甸村多个低收入村紧密合作，进

行产业精准帮扶对接工作。

从白领到“菜农”

时间回到 2011年。彼时，孔博是一名出入国贸高级写字楼

的白领。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孔博进入北京城

区一家外企从事咨询工作。

大城市的高房价、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让他重新思

考未来的规划。“那时候我们租住在北四环，房子只有 12 平方

米，要挤好几趟公交车才能到公司。感觉一眼就能看到未来，要

还房贷、养孩子，压力太大。”他说。

同时，咨询行业的从业经历让他敏感地观察到，身边的朋友

们为了能吃到安全放心的蔬菜，愿意买几十块钱的新鲜蔬菜，

“我小时候就看着父母走街串巷卖菜，耳濡目染，跟农民打交道

是我的长项，我想趁着年轻多试试，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孔

博说，一番权衡后，他辞职，回到密云创办了公司。

向科技要收益

“刚开始骑着电驴子去农民地里收菜，员工也只有我们自家

几个人，一直到下半年才开始陆续招人。”孔博回忆。

“开始做生鲜时，并没有想到能做大”，孔博说，从卖蔬菜到

卖水果以及其他农副产品，卖的品种越来越多，他的想法也在慢

慢改变。为了丰富线上产品，孔博转遍了密云大大小小的村子，

每个地方产什么，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为了增加客户信用度，孔博夫妇自己拍菜品照片和视频，上

传网络。孔博还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头戴草帽、笑容可掬的“菜

农”头像作为公司标志。慢慢地，产品越来越丰富，网上订购的

客户越来越多。

随着各类生鲜电商在资本推动下迅速发展，孔博又开始通

过电商平台针对消费者的喜好进行数据分析。他发现京津冀消

费者对农产品电商的个性化需求日益明显，追求新鲜、安全、高

品质的农产品正成为趋势。

于是，在北京市科委及密云区科委的支持下，他与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结合市场需求将各种优质新品种进

行试种，再指导当地合作社和农户推广生产。几年来，栗面贝贝

南瓜、紫土豆等一批国外或国内科研院所引种的美味特色新品，

在网上供不应求，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最爱。

圆都市人的乡村梦

孔博深知科技特派员肩负的重担，他也一直在琢磨怎样带

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在他看来，挖掘高附加值的新品种是一个重要抓手。“一个

新品种大概有两到三年的红利期，所以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挖

掘新品种，产品部门每年有发现 30 个新品种的任务。”孔博说，

在使用优质品种的前提下，严格的种植规范保证了产品品质。

“比如我们的黄瓜，会严格控水控肥，保证口感和营养。”孔

博说，高品质农产品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助农的根本，

“种植户也会因此获得更高收入”。

如今，密农人家已拥有职工近 70 人，吸引 30 名大学生回乡

创业，与当地 50 多家合作社签约定制种植生产，日均发货量

5—10 吨，自有品种实验基地 100 亩，订单生产基地 800 余亩，通

过电商平台在各个渠道全年稳定供应 140 余种优质农产品，聚

焦北京城区中高端市场，辐射津冀、江浙沪等省份。

今年春节期间，密农人家团队全员提前结束假期，大年初六

开始按订单先后顺序陆续发货,日均发出 10吨农产品，每日解决

2000个家庭的食材需求，发挥电商物流配送优势，为北京“菜篮

子”维稳保供作出了贡献。

在孔博的设想中，密农人家的蓝图不止于卖菜。“我们想圆

都市人一个乡村梦，让他们吃到特别地道的食材，体验到原汁原

味的乡村生活。”他说，目前，他正在谋划发展民宿业务，“在这过

程中，带动更多乡亲们致富，是让我们很自豪的事情。”

孔博：

在京郊圆更多人的乡村梦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养蚕居然不用桑叶，这是什么神奇操作？近日，在

广西柳城县冲脉镇冲脉社区春绿桑蚕养殖合作社，科技

特派员韦美芬在实验室里一边精心喂养小蚕，一边向旁

边的蚕农讲解新技术。“我们现在从一龄蚕到三龄蚕都

可以用饲料来喂养，能够省掉采桑叶的一部分人工。”

今年 4月，在广西蚕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的指

导下，韦美芬通过挑选蚕种、购买设备进行实验，凭

借丰富的经验和到位的蚕房管理，一到三龄的蚕虫

饲料养蚕实验取得了成功。“下一步，我将尝试全程

饲料养蚕的实验。”韦美芬说。

桑蚕是广西柳城县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重要

的脱贫产业。针对养蚕技术要求高等难点，柳城县

充分发挥科特派的作用，以引进、研发新技术为抓

手，以一批基地、一支队伍为突破，拓宽科技养蚕覆

盖面，构建科技促进桑蚕产业发展，桑蚕产业助推

脱贫攻坚的大格局。

普及新技术，农户养蚕有底气

走进位于柳城县凤山镇脱贫村对河村塘进屯

的禅韵丝缘现代蚕业核心示范区，成片的桑田纵横

交错，标准化小蚕房、大蚕房特别亮眼。

2014 年，柳城县在凤山镇对河村塘进屯启动

禅韵丝缘现代蚕业核心示范区建设项目，自治区、

柳州市及柳城县蚕业生产部门在资金、技术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还专门下派了

科特派，实行挂点技术帮扶。

科特派覃耀冠到塘进屯后，不仅给村里的部分

养蚕户免费提供了部分方格簇、蚕药、蚕房自动消杀

设备，而且还不定期深入农户家中，指导蚕农抓好桑

园管理、桑蚕病虫防治、大小蚕分批等技术管理。

塘进屯桑蚕合作社社长何秀玲告诉记者，在科技

特派员的技术指导下，两年时间内，该示范区各项蚕

业生产顺利步入正轨，获评为“自治区级现代产业核

心示范区”。同时，自主研发建成广西首条完整的小

蚕共育全程自动化生产线，生产过程实现桑叶自动切

叶、送叶，蚕匾自动传送、解垛、堆垛，机器自动喂叶、

撒药等功能，先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8项。

“生产线投产使用后每批可共育小蚕 600 张，

节省养蚕人工 80％以上。该生产线的建成提高了

生产效率，缓解了当前农村养蚕劳动力紧缺问题。”

何秀玲说。

罗永爱是在塘进屯禅韵丝缘现代蚕业核心示

范区辐射带动下第二批建起蚕房的农户，300 多平

方米的蚕房安装了轨道喂蚕车，实现轻松养蚕。

“普通蚕农在家中简易蚕房里养蚕，一般每批

只能养一到两张，而我每批蚕能养 6 张，每年养蚕

收入基本超过 10 万块钱。”说到新技术的应用，罗

永爱显得很有底气。

2019年，柳城县桑园总面积达 14.60万亩，全年

鲜茧产量 1.68万吨，鲜茧产值 7.4亿元，人均养蚕收

入达 7500元。全县 23个贫困村中有一半的村都以

桑蚕为主导产业，带动600多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服务成网络，养蚕能手竞涌现

“别看小蚕茧不起眼，但它是短平快经济项目，

养得好是可以立竿见影脱贫致富的。”作为县级科

特派，邓忠榜在工作中时常要带队下到村屯，与村

里的群众直接打交道。

这些年，邓忠榜的足迹遍布全县各个乡镇，指

导过多少户贫困户发展种桑养蚕，他自己也记不清

楚了。

廖昌菌是龙头镇旗山村下里屯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种有 4亩桑树，每次养 2张蚕。“以前由于技术

不到位，养蚕少有成功，不仅家庭收入受到影响，致

富的信心也受到了打击。”廖昌菌说。

2018 年底，邓忠榜获悉情况后，先是帮廖昌菌

重新规划了蚕房布局，然后教会他如何妥善保管采

摘后的新鲜桑叶，做好蚕房的消毒、防病等等。经

过多次指导，廖昌菌养蚕成功了。到了 2019年，廖

昌菌已经能够顺利养出 9 批蚕，并获得了 3 万多元

的收入。如今，他一年养 10批蚕已不是问题。

在柳城，科特派已经成为产业发展、助力脱贫

的好帮手。

柳城县通过实施知识更新工程，培养县、乡级

专业技术人员和一批农民技术辅导员，形成县、乡、

村三级技术服务网络。同时创新服务模式，依托寨

隆、冲脉、凤山等桑蚕产业大镇的现代蚕业生产示

范区、示范点的辐射带动，各乡镇形成了一大批桑

蚕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桑蚕种养进行统一集

中规范管理。

在柳城县冲脉镇，许多残疾贫困户是从零开始

学养蚕，他们依托冲脉镇春绿桑蚕合作社等技术资

源创立了“阳光助残”小蚕共育基地，在自治区、市、

县级科特派授课教学、现场指导等方式的培训下，

逐步掌握了系统、科学的养蚕技术。

如今，该基地已经涌现出一批养蚕能手，引导

和带动许多贫困户通过养蚕实现了增收脱贫目

标。2019 年，冲脉镇当地养蚕户数发展到了 2640

户，桑园面积超过 1 万亩，仅桑蚕一项农民年人均

收入就超过 4000元。其中，11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通过发展桑蚕产业摘掉了贫困帽。

养蚕不用桑叶，还可全程自动化——

他们的养蚕“神操作”让脱贫致富立竿见影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 讯 员 邓克轶 陈圆媛

“自从6年前来了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带领

乡亲们种上了南药品种，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老百姓的荷包鼓了，新房子也盖起来

了，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谈起现在的生活，广

东省罗定市龙湾镇大石村农民肖庆强笑逐颜开。

他说，如今的大石村不仅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且

形成了以南药种植产业为主的万亩南药基地。

近日，在 2020 年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暑

期大下乡”启动会上，肖庆强分享了他和乡亲们

的幸福日子。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

基层、农业一线，用手中的技术带领肖庆强们脱

贫致富，走向小康生活。在此过程中，广东在全

国首创“到田间地头找项目”，并打造出“农村科

技特派员+电商”的创新模式。

2010 年，在外打工多年的肖庆强回到村里，

踌躇满志，和伙伴们租了几百亩土地种植南药，

还引进了名贵水果药材——黑老虎，准备大干

一番。

“我想着每亩产果 1000 斤，每斤卖 20 元，亩

产值有 2 万元，心里就美滋滋的。”肖庆强每天不

停地在地里忙着。出乎意料的是，黑老虎长得枝

繁叶茂，却只开花，不结果。眼看投资越来越多，

他慌了。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 2014 年。在广东省科技

厅的推动下，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中国科学

院华南植物园陈国华教授组建南药团队来到大

石村。肖庆强抱着希望，请他前来诊断。

“老肖，你管得太勤快，把周围传粉的蜜蜂都

赶跑了。”陈国华指导他引来蜜蜂和其他的传粉

昆虫。此招甚奏效。第二年，黑老虎亩产 800 多

斤，产值近 300万元。肖庆强乐得笑开了花。

在陈国华团队指导下，包括肖庆强在内的村

民都种上了合适的南药品种，建立起“长短结合，

以短养长”，木本+草本药材的立体种植模式；之

后，成立了百草源合作社种养专业合作社，以南

药育种、种植、开发、加工、贸易为主业，同时开展

精准扶贫和乡村旅游。

“从 2016 年到 2019 年，合作社贫困户年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从 2800 元 增 至 1.4 万 元 ，脱 贫 率

100%。仅 2019年，412户贫困户 1583人获得投资

收益，共计 300 多万元。”一个个数字从肖庆强嘴

里欢快地跳出来。

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最大特色在

于重点围绕贫困村等地区，实行“点菜下单”式精

准对接，技术下乡助力脱贫攻坚。广东建有“三

库一平台”管理平台，包括农村科技特派员人员

库、农村科技特派员科技支撑成果库、贫困村科

技需求以及农村科技特派员管理平台。各地可

根据实际需求，搜集种植业、养殖业等领域的技

术需求。

2018 年以来，广东共组织 4 批次省级农村科

技特派员重点派驻任务，先后发动省内 77 家单

位，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 878 个团队，近 2106 人

次进行选派对接，安排农村科技特派员项目 906

个。目前，广东农村科技特派员对接全省 2277条

省定贫困村、3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全覆盖的工作

已全面完成。

每年启动开展的“百团千人”科技大下乡，即

农村科技特派员利用暑假、寒假到一线对接工

作，已成为农民们日盼夜盼的事情。

“三库一平台”

精准对接贫困地区需求

“这个荔枝口感很好，饱满多汁，酸甜度适

中。”今年 5 月，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完成了其

人生第一场“直播带货”，为广东荔枝代言。短短

半小时内卖出 4万斤荔枝。

6月，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的“科技助农出好

货，院士校长齐开播”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

为网友展示了无人拖拉机在田间工作的场景，展

望了未来“无人农场”舒适、智慧的美好前景，网

友们直呼过瘾……

赵春江、罗锡文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这一系列的直播“带

货”是广东省科技厅发起的农村科技特派员“百

团千人”争代言系列活动，通过打造“农村科技

特派员+电商”新模式，鼓励农村科技特派员以

技术优势帮助农产品销售，协助解决因疫情影

响出现的农产品滞销问题。据统计，已累计带

动百余名贫困户实现增收，助销农产品价值达

500 多万元。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复产春耕，今年以来

广东省科技厅发动 1000多名农村科技特派员，累

计提供技术服务达 3000 多次，惠及种养殖农户

2200多户，覆盖 180多个对接贫困村。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龚国平透露，广东将继续

探索农村科技特派员精细化管理机制，开展“科

技暖村”行动，打造“农村科技特派员+电商”新模

式，探索科技成果入乡转化的新路径、新机制和

新模式。

赵春江目前正与广东清远合作推进南方

山 地 农 业 机 械 装 备 技 术 应 用 和 数 字 农 业 发

展。他说：“以科技特派员身份与地方加强合

作 ，可 为 有 效 对 接 农 业 需 求 和 技 术 成 果 提 供

一 种 探 索 实 践 方 式 ，提 升 当 地 农 业 技 术 水

平。”

今年 4 月，广东省科技厅联合广东省委农办

等 7 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乡村振兴科技计划》，

针对乡村振兴总体要求提出了 18条具体措施，着

力解决一批农村建设实际问题，突破一批农业发

展关键技术，促进一批先进适用成果转化，培养

一批助农服农科技人才，试点一批绿色发展县乡

样板。

院士直播卖货

打造“农村科特派+电商”新模式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梁红教授是广东省首批

农村科技特派员。他到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科

技兴农时发现，受困于当地猕猴桃品种单一、栽

培技术落后等，果农收益持续走低。他从果农需

求出发，与当地开展新品种选育和高效栽培的产

学研合作。

近十年来，猕猴桃产业已走出和平县，在广

东省 15个山区县市区生根、开花、结果，全省猕猴

桃种植规模已达 6万多亩。“今年还将首次出口到

中东国家。”梁红说。

“为促进农村科技特派员发挥主动性和创造

性，深入一线调研、深度挖掘需求，发现并解决制

约农业农村发展的科技问题和生产实践问题，推

动农业产业升级，广东在全国首创‘到田间地头

找项目’模式。”龚国平介绍说，2019 年共组织了

88个项目，投入经费 1440万元。

采访中，记者感受最深的是广东持续下大力

气把创新的动能扩散到田间地头。他们围绕核

心技术，统筹载体建设。如依托广东省重点领域

研发计划，鼓励农村科技特派员在现代种业、精

准农业等领域进行核心技术攻关。目前已申请

发明专利 173 项，新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申请动

植物新品种 25个；主动对接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立

项，吸引了 10 余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和 20 多家省

外优势单位落地广东，扩大省外农村科技特派员

来源渠道；发动农村科技特派员与省内 147家“星

创天地”开展合作，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整

合和价值链提升。

龚国平表示，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要不断

走深走实。他透露，我们计划搭建智慧管理平

台，推进 21 个地市建设市级农村科技特派员库

全覆盖，进一步巩固产业扶贫成果，推进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乡村振兴工作任

务落实。

到田间地头找项目

科特派工作不断扎实深入

建平台建平台、、做电商做电商、、到田间地头找项目到田间地头找项目

广东科特派广东科特派““花式花式””帮扶帮扶
带农民走向小康生活带农民走向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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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南农业大学举
行的“科技助农出好货，
院士校长齐开播”中，中
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为
网友展示了无人拖拉机
在田间工作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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