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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范儿

资讯台

连续 6年在日本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的安

泰、国内一线运动品牌供应商安安、国内最大

的单体阀门制造企业大通互惠、全球最大的

LED 球泡灯生产企业立达信……9 月 9 日，正

值福建长泰县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协会成立十

周年之际，科技日报记者走进长泰发现，这个

人口只有 20多万的闽南小县，诞生了多家国内

甚至世界细分行业的“单项冠军”。

这其中，离不开科技特派员的功劳。

“ 多 年 来 ，长 泰 县 科 技 部 门 、县 高 企 行

业协会‘坚持一企一策、一群一策’，把科特

派服务拓展至二、三产业，根据企业需求定

制共建创新平台、联合攻关等创新服务，为

企 业 发 展 赋 能 ，从 而 迅 速 发 展 为 细 分 行 业

的‘ 领 跑 者 ’，推 动 长 泰 加 快 走 上 了 工 业 强

县的步伐。”长泰县工信局一级主任科员叶

文生说。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外贸受到巨大冲击，

安泰公司却实现外贸订单增长 30%，带动 8 月

份产能提高了 5%左右。“外贸订单、产能双双

实际逆势增长，得益于钟掘院士领衔的科特派

专家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帮助攻克了其中最难

啃的硬骨头。”长泰县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协会

会长、安泰公司总经理黄仕塔道出个中奥妙。

以出口日本的“猎光”系列最新太阳能支

架产品为例，它可根据不同地势、纬度、季节

等，自动感光和智能调整支架方向和角度。“这

对支架的铝合金型材强度、动力运行都提出更

高的要求。”安泰公司技术研发总监雷七林举

例说，其中有块硬骨头，即当前行业普遍存在

的高强度热挤压铝合金，难得到高精度几何尺

寸或良好的表面质量型材问题。

事实上，目前县域科技资源匮乏、创新力

量薄弱，单靠一企之力显然难以突破上述瓶

颈。面对这一痛点，长泰县科技部门、县高企

行业协会推动“政府—院校—企业”三方合作，

并研发出一套集企业技术需求、高校专家信息

等为一体的产学研合作管理系统，打破校企之

间存在的信用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确

保校企间的精准对接，推动安泰公司与钟掘院

士团队合作，进行漳州市级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攻关。

今年新冠疫情期间，安泰公司与钟掘院

士团队成员——中南大学轻合金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黄元春教授和任贤魏博士这两位福建

省科特派，通过电话、微信等联系，有条不紊

地推进研发工作。通过多次生产、测试，终于

得到了可靠、稳定的铝合金材料研发性能数

据。目前，安泰公司优化出较理想的合金铸

锭及挤压系列工艺，解决了全流程的挤压成

型与表面处理等关键工序所产生的问题，挤

压模具上机合格率、型材的抗拉强度等得到

明显改善。

如今，安泰公司加快布局全国三大生产制

造基地，已为全球 6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绿色

环保型材方案，成为国内最大的光伏支架方案

解决商之一。

攻克硬骨头

用细分领域的王牌产品撬动市场

“桂蕉 9 号”8 月底卖出了 3.2 元一公斤的好

价格！9月初涨到 4元！这让曾经饱受香蕉枯萎

病打击的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洛镇蕉农重燃

种植香蕉的希望。

8月初，当看到香蕉抗枯萎病新品种“桂蕉 9

号”那长长的果穗整齐地挂在曾经因香蕉枯萎病

毁掉的地里，坛洛镇同富村马建新等十几个村民

高兴得合不拢嘴。而去年 9月，他们还在为自己

承包的耕地上种什么，不知伤了多少脑筋。

他们最想感谢的是科技特派员、南宁市西乡

塘区坛洛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

马珍莲。

引良种让老产业恢复新生机

香蕉产业曾经是坛洛镇农民奔小康的支柱

产业，辉煌了 20多年，自 2008年第一株香蕉得了

枯萎病后，香蕉产业像雪崩一样，种植面积从 20

多万亩锐减到 2018年的 2万多亩，农民收入受到

很大影响。

“自从村里的耕地带有香蕉枯萎病菌种不了

香蕉后，村民轮作了茄子、西瓜、甜玉米等作物，

都赚不到钱，很是烦恼。”同富村村民马建新说。

改变源于一次培训。2019年 6月，在一次西

乡塘区科技局组织的科技特派员下村技术培训

会上，马建新等村民遇上了下村培训的马珍莲。

“新品种‘桂蕉 9号’抗枯萎病，植株矮化，产

量 也 不 低 ，建 议 你 们 试 一

下。”在马珍莲的建议下，马

建新他们本着赌一把的想

法开始整地，重操旧业种植

香蕉，而与以前不同的是，

他 们 种了之前从未种过的

新品种——“桂蕉 9号”。

2019 年 10 月初，从广西

农业科学院引进的香蕉新品

种终于下地了，旁人的风言

风语却让他们寝食难安：“这

个抗枯萎病新品种用肥量

大、生育期长、产量低，催熟

跳把，老板不收……”

“好在有马老师的全程

技术指导，香蕉树如愿茁壮

成长，茎秆越来越粗壮，叶片

越来越浓绿。”马建新说。

在马珍莲的指导下，马建新种植“桂蕉 9号”

有了操作指南：定植时施足有机肥，淋好定根水，

盖好地膜，11 月气温下降后搭建拱棚小苗越冬，

第二年 4月揭膜，再增施有机肥加氮磷钾速效肥

和适量微量元素肥，5 月份花芽分化期大水大

肥，氮磷钾中微量元素合理搭配。

忐忑不安了 8个月后，今年 7月底，马建新他

们终于迎来了香蕉生长最重要的阶段——抽蕾，

当蕉蕾强劲有力的从蕉头抽出，种植户悬着的心

才得以慢慢放了下来。

而更让马建新他们欣喜的是，进入 9月以来

高温干旱，很多蕉园枯萎病开始陆续暴发，但是

种植了“桂蕉 9号”的蕉园却还是绿油油一片，发

病率不到 0.25%，周围的蕉农纷纷到地头参观取

经。

好消息一日传千里，越来越多的蕉农计划在

今年的 9月底 10月初试种抗枯萎病新品种，重现

坛洛镇香蕉产业昔日荣光。

贫困户在家门口即可赚钱

走在坛洛镇三景村、同富村的田间地头、村

头巷尾，马珍莲和乡亲们像老朋友一样谈笑风

生，种植上有难题的认真解答，没问题的唠唠家

常，在村里种地的村民没有谁不认识她。

作为科技特派员，马珍莲所负责的三景村、

同富村是坛洛镇最远的村庄，别看她个子小，下

村从来都是自己开车。

最近 5年来，新兴的柑橘产业因柑橘溃疡和

日灼病，让很多果农苦不堪言，暴涨的人工费，精

益求精的技术要求，使得种植的管理成本“水涨

船高”。

柑橘溃疡病重在预防，有没有成本更低的药

剂可以防治？马珍莲经过几年的田间试验筛选，

发现日产“佳铜”28%波尔多液悬浮剂不仅可以

预防柑橘溃疡病，还可以有效防治柑橘日灼病，

大大减低药剂及人工成本，环保、安全，效果更是

得到广大柑橘种植户认可。

“自从用了‘佳铜’后，我的柑橘园溃疡病发

病率不到 2%，日灼病低于 5%，每亩防治成本还

比以前省一半的钱。”种植户马志鹏开心地说。

这些年，马珍莲借助西乡塘区科技局的科技

服务平台，依托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及自身技术优

势，在贫困村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手把手教

会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成为柑橘修剪工、嫁接

工、香蕉承包户等，坛洛镇 5 万多亩的香蕉，7 万

多亩的柑橘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这些技术工

人人均日收入 150元以上，贫困户在家门口即可

赚钱养家。

9 月初正是柑橘放秋梢的时候，坛洛镇合志

村贫困户卢秀丽笑得合不拢嘴：“去年农业技术

员来村里培训，我学会了柑橘修剪技术，现在很

多基地打电话叫我到他们基地做工，我再也不用

到广东打工了！”

仅这两年，马珍莲就为新型经营主体、创业

致富带头人、种养殖大户和普通种养农户举办实

用技术培训班 18 期，培训农民 900 多人次，实地

指导 200多人次，电话、微信咨询持续不断。

目前，马珍莲服务的三景村、同富村 2 个贫

困村，村村有特色产业，贫困发生率由 2015年底

5.77%降至 2019年底的 0.06%。2019年农民人均

纯收入 1.2 万元以上，2020 年所有贫困户将全部

实现脱贫，一个不落。

“农村让我成长，我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

情，看着家乡的农民越来越富裕，我由衷地感到

高兴！”面对劝她离开农村的人，马珍莲每次都这

样笑着回答。

不仅抗枯萎、产量高，还能卖高价

她让雪崩的香蕉产业重现生机

本报记者 刘 昊

马珍莲（左三）在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洛镇同富村弄藏坡香蕉园指导
香蕉黑星病防治。 受访者供图

科特派定制服务科特派定制服务
助闽南小县助闽南小县““单项冠军单项冠军””加速崛起加速崛起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王雪云 林桂水

由于天然皮革的原料资源有限，且生产过

程高能耗、高污染，世界各国都在加速研发新

的替代材料，具有性能优越的超细纤维合成革

（以下简称超纤革）进入人们的视野。

“相比天然皮革，之前作为高端运动鞋材

的超纤革，排湿透气性能指标非常低，使得其

卫生性能远远低于天然皮革，这成为制约超纤

革行业发展的瓶颈。率先生产排湿透气型运

动鞋用超纤革，成为了各国在该领域竞争的新

焦点。”安安（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朱国勤

说。当前，中国各类鞋产量占全球 60%以上，

福建是国内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

长泰县科技部门、县高企行业协会积极牵

线搭桥，推动安安公司与福建省科特派、国内

知名合成革专家、陕西科技大学马兴元教授领

衔的超纤革技术研究团队，合作开展国家火炬

计划产业化项目、省区域科技重大项目等攻

关。同时，马兴元团队还联合安安公司、安踏

公司、西安蕾铭化工公司等组成上下游创新

链，在国内率先突破高性能运动鞋用超纤革的

共建创新平台

崛起国内最大超纤产业基地

作为福建省电子元件精密零部件领域的

“专精特新”企业，漳州宏兴泰电子有限公司同

类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二。然而，在攻

关业界难度较大的超精密产品时，企业也面临

高分子材料知识储备不足、精密检测设备缺乏

等问题。

为此，长泰县科技局、县高企行业协会组

织福建省科特派、厦门大学材料学院李磊教授

团队，针对宏兴泰生产过程中模具内出现积

碳、翘曲变形等品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和培

训，并利用学校先进的分析测试仪器等，帮助

企业分析聚合物的分解温度和热稳定性，指导

企业工艺参数设定，提高了产品良品率和生产

效率。

在多年服务过程中，李磊团队发现，长泰

不少属于细分行业中的“单项冠军”，遇到了和

宏兴泰公司类似问题。为此，他们萌生了新的

服务理念：瞄准企业发展中的痛点，积极整合

学校相关设备和创新资源，为多家企业解决了

产品升级和品质控制等难题，成为当地上下游

企业创新发展的黏合剂。如为三利达环保公

司解决了下游厂家在其试制的原料生产光缆

制品生产过程中表面起泡问题；为泰安预涂膜

公司解决了出口英国的泡沫板在海运过程中

出现的贴层起泡和剥落问题……

围绕以宏发电声为龙头的继电器产业集

群，以安安（中国）为龙头的超纤产业集群等，

以立达信为龙头的光电照明产业集群等，长泰

县科技部门、县高企行业协会积极引导广大科

特派们，为当地企业定制了从关键技术突破、

知识产权保护到参与行业国家标准制定等创

新服务。

长泰县副县长沈元标说，多年来，长泰以

科技特派员为“纽带”，持续创新选派服务机

制，推动长泰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

等 30家科研院所进行多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呈

现“小县大科技、小县大工业”的创新格局，长

泰也因此跻身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十强县”，

成为首批省级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区、漳州

地区经济成长性最好的县区之一。

整合创新资源

成上下游企业发展的黏合剂

吸湿排湿行业技术瓶颈问题，产品整体上可与

天然皮革相媲美，不仅大幅提高其吸湿、透气

等性能，而且在耐化学性、防水等方面超过天

然皮革，该项目获得 14项国家发明专利。

在此基础上，安安公司联合陕西科技大

学成立功能性超细纤维复合材料技术创新平

台，加快超纤行业联盟建设、行业标准制定

等 ，推 动 该 县 成 为 国 内 最 大 的 超 纤 产 业 基

地。凭着超纤革这一明星产品，安安公司获

得“福建省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称

号，成为国内一线运动品牌供应商。“该项目

的突破加快了全县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推

动福建运动鞋品牌向高端化发展。”长泰县科

技局局长李少陵说。

安安公司研发人员利用电脑伺服拉力机安安公司研发人员利用电脑伺服拉力机
测试合成革弹性测试合成革弹性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前不久，科技特派员、东华理工大学教授李荣同荣获“第三届感动江

西教育年度人物”。

“我来自农村，深知农村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将科技力量转化成农

民增收致富的法宝，是我最大的心愿。”带着这个心愿，李荣同上世纪 80

年代末就踏上了科技扶贫之路，一走就是 30余年。

1964 年，李荣同出生在江西省崇仁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跟着父母

干农活。1982 年考上大学，李荣同特意选择了植物学专业。大学毕业

后，李荣同进入高校当老师，教学之余总是往乡村跑。

江西省黎川县食用菌种植历史悠久，但传统的种植方式已无法满足市

场需求。2015年初，李荣同带领省科技特派团成员进驻黎川，准备大干一

场。“讲讲知识还行，让他种菇我不太信。”起初有的农民并不看好李荣同。

面对质疑，李荣同没有退缩，在进行了无数次单调而枯燥的实验后，

于当年 8 月发明了自动控制烘干装置。这套装置缩短了烘干时间，生产

的草菇品质好，价格比以往高。村民的态度开始转变，尝试着用李荣同的

新设备，很快草菇供不应求。近年来，李荣同还制定菌种制作技术标准，

引进自动化控制技术，研发虎奶菇栽培技术，升级发展传统草菇、茶树菇

等菌类种植，让食用菌成为黎川的主导产业、优势产业。

如何改变传统单一的销售方式，让食用菌进一步走向全国，李荣同将

目光投向了互联网。他整合省科技特派团和东华理工大学的科研力量，

打造远程数据管理平台，举办电商培训班，让菌菇产品“触网”电商平台，

实现了大规模的线上销售。如今，黎川食用菌在全国有着较高知名度，占

领国内 60%的市场份额。

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并没有让李荣同停滞科技助农的步伐。2018

年，他与黎川扶贫移民部门商量，到浙江引进黑木耳新品种，实现黑木耳

产业覆盖全县贫困户。紧接着，猕猴桃、马家柚、吊瓜等多种蔬菜水果产

业，也相继在黎川“开花结果”。同时，李荣同还推动科技成果走出去，对

新疆托克逊县进行食用菌技术支持，为农业援疆贡献力量。

作为高校教师，李荣同时刻不忘育人初心。他利用省科技特派团团长

的身份，经常把课堂搬到校外，带着学生深入生产一线、田间地头，现场给

学生讲解专业知识，在实践育人的广阔天地里引领学生成人成才。“大学生

不仅要读好课堂这本‘有字’之书，更要读好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只有真

正学好本领，才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李荣同说。 （据《江西日报》）

李荣同：

“带领”江西菌菇走向全国

骆 辉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景阳）来自呼和浩特市科技局消息，截至 8 月

底，呼和浩特市已实现 67个自治区级贫困村科技特派员 100%全覆盖。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要求每个贫困村至少派驻一名科技特派员，相对

偏远贫困村可由一人兼任两到三个村的派驻科技特派员。目前，派驻贫

困村的 73 名科技特派员已经全部与派驻的贫困村进行了对接，做到了

“双向了解”，即科技特派员了解贫困村需求、村民了解科技特派员职责，

科技特派员根据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科技服务工作计划。市科技局

还要求派驻贫困村的科技特派员每月至少要与贫困村负责人进行两次见

面沟通，了解贫困村的需求，并根据生产和实际需求，每月至少要在贫困

村开展一次科技培训或技术指导。同时要求派驻贫困村的科技特派员注

重培养科技示范户、技术指导员和致富带头人，强化示范带动作用，进一

步巩固扩大扶贫成果，带动当地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另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新聘任 44名科技特派员，现全市

共有科技特派员 502 名，分布在 9 个旗县区的 290 个园区、基地开展农业

科技服务工作。今年以来，通过科技特派员引进新品种 329个，推广创新

技术 492 项，共培养 2171 名农村科技人才。科技特派员共组织开展各种

形式的农业技术培训 8500多次，受益农牧民 59000多人。

呼和浩特

实现科特派贫困村全覆盖

李荣同（右一）在果园 抚州市全媒体中心供图

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刘铁柱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果
树大棚里的温度。 于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