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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范儿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王建平

9 月 20 日，福建寿宁县下党村，55 岁的王道

全早早起来，开始为一天的制茶工作做准备。“前

些年，没有固定收入，如今通过在茶厂打工和加

入‘定制茶园’获取收益，全家年收入可达 3万元

左右。”他说。

王道全所在的生态茶园，正是福建南安市科

技特派员，南安市梅山镇党委副书记、蓉中村党

委书记李振生发起，与寿宁县下党村结对共建的

全国首个扶贫定制茶园——“下乡的味道”项目。

作为全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副会长，李

振生曾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全国脱

贫攻坚奖等。他用十多年时间带领蓉中村甩掉

了穷帽子，并成为全国文明村、脱贫明星村，还

将脱贫经验推广至甘肃、宁夏等 11 个省（市、自

治区）。其中，“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

“下党村的‘扶贫定制茶园’”两则案例入选《国

务院扶贫办精选 12 则精准扶贫典型案例》。

定制茶园“金点子”，让
贫困户也能当股东致富

位于闽东大山深处的下党村，是革命老区也

是省级贫困村，村民主要以务农和种植脐橙、锥

栗、茶叶等农作物为主要经济来源。

2014 年，在国务院扶贫办的牵线和见证下，

蓉中村和下党村结对共建。李振生带队来下党

调研后发现，这里具备良好的高山茶生长环境，

但因山高路远，优质茶青卖不上价，制约了村民

种茶积极性。经过多方调研、运作，中国首个“扶

贫定制茶园”的“金点子”应运而生。

在各级政府帮助下，下党村组织成立了梦之

乡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采取村集体、管理人

员、村民入股（其中村集体不参与公司经营，其部

分股权由村集体代建档立卡贫困户出资持有），

以“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整合原来一家一

户零散茶园，推出 600亩扶贫定制茶园。

李振生也积极动员爱心企业或企业家认购

茶园，茶园主借助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通过手

机 App实现“茶园到茶杯”全程可视可追溯，每年

春秋两季，他们不仅可以获得 50公斤干茶，还可

以到茶园采摘。此举让消费者喝上放心茶，也让

深山里的小农户对接了大市场，茶农每年每亩茶

园可增收 4000 元左右，带动王道全等 31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部脱了贫。

如今，蓉中村与下党村的“产业扶贫+消费

扶贫”创新帮扶思路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大力

支持，推动下党村茶产业逐步走上轨道。下党村

村民每年人均收入从 5000 元左右到如今的 1.36

万多元，村集体收入去年达 50多万元，茶叶品牌

“下乡的味道”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以扶贫事业为己任，点
燃创业能人的创富梦想

蓉中村不靠山、不靠海、没有资源，能教给别

人什么？这个问题萦绕在李振生脑海中，“我们

有创业致富的精神、经验！”十多年来，蓉中村正

是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自己出路，形成了以石油

化工、针织制衣等 18 家企业的产业链以及众多

小微企业，在不足 1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创造出

13.85亿元的财富……为此，他总结说：“修路、产

销合作、学习创业技能不能让每个农民受益、摆

脱贫困，关键要让村里的创业能人把本地资源利

用起来，使贫困地区自己‘造血长肉’。”

2014 年起，在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下，李振生

团队建设福建省蓉中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

育指导中心，形成“1＋11”扶贫培训模式：“1”就

是让参训学员在基地集中学习一个月，解放思

想，提高创业技能；“11”就是用 11个月的时间对

学员回村创业进行全方位的跟踪、帮扶和指导，

确保参训学员一年时间内能够让创业计划落地，

两年创业发展，三年创业成功。

该扶贫培训模式很快结出硕果，点燃了成百

上千个创业能人的创富梦想。如宁夏海原县学

员许丽华学成后回乡创办了富康养殖专业合作

社，带领村里 62 户贫困农民养牛 300 多头；甘肃

临洮县学员杨寿宗学完后也回乡创办了洮羊养

殖合作社，带领 36 户村民加入合作社养羊 4000

多只……几年来，李振生在闽、甘、宁三省区 48

个贫困县，共培训 500个扶贫创业导师和近千个

创业致富带头人，参训学员创业率达到 50.6%，

有力地推进了贫困村的脱贫步伐。

据南安市科技局局长李红婷介绍，当前，李

振生带领的蓉中村村民委员会已成为南安科技

特派员示范点。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李振生仍旧动力十足，

为实现“中国没有贫困村”这个理想，他和他的团

队依旧奋进在路上。

“脱贫大王”李振生：让贫困村自己“造血长肉”

李振生（右）
在闽宁协作示范
基地回访致富带
头人创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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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酒香，这里是

贵州省仁怀市——“国酒”茅台原产地，著名的

酒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酿一方酒。

造就茅台酒不可复制性的，除了茅台镇独特的

气候环境外，还不得不提及这里漫山遍野的糯

高粱。火红的穗子，一片一片的，风一吹过，像

波浪一样涌动，美轮美奂。

这些红高粱，有一个诗意的名字——“红缨

子”。正是33年如一日的坚守，遵义市科技特派

员、贵州红缨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涂

佑能在田间地头里觅得良种，并将之培育成声名

远扬的红缨子，一举改变了仁怀糯高粱产量不高

的现状，被国酒茅台指定为唯一的酒用高粱。红

缨子因此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风来隔壁三家醉，雨后开瓶十里芳。“国

酒”茅台的魅力，让人们从不吝啬对它的赞

美。正所谓“好酒不离红粮”，茅台酒的魅力之

源，就来自一粒小小的红高粱。

“只有在赤水河周围特有的水分、土壤和

气候环境下生长的红高粱才能酿制出品质卓

越的茅台酒，这也是茅台酒不可复制的原因之

一。离了它，酿出来的就不是茅台酒的味道

了。”涂佑能说，这几乎已成为业界的共识。

《贵州通志》记载：“按黔省所产之酒，以仁

怀茅台村之高粱最佳。”这说明，在很久以前，

仁怀所产的高粱，就是酿酒的绝佳原料了。

和北方高粱比起来，仁怀高粱“不择地利，

不辞瘠薄，不受肥力，产量吝啬”，其像野草一

样的生长习性，看起来更像一个冥顽不化的熊

孩子的做派。

作为酿酒原料，高粱中淀粉总含量及结

构、蛋白质、脂肪、单宁及矿物质含量等，直接

影响酒质和出酒率。颗粒坚实、粒小皮厚、淀

粉含量高，这种被称为“小红粮”的糯高粱，十

分有利于茅台酒工艺的多轮次蒸煮、翻烤，最

后形成茅台酒特殊的芳香化合物和多酚类物

质，这也是茅台酒幽雅细腻、酒体丰满醇厚、回

味悠长的重要因素。

然而，糯高粱只能在赤水河谷及周边地

区生长，它虽然是酿造茅台酒的不二选择，但

在历史上，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产量低。也

正因为产量太低，茅台酒的产能受到了严重

制约。

上个世纪 80年代，国家决定在仁怀建高粱

基地。当时，仁怀当地高粱亩均产量在 75公斤

左右，远远不能满足茅台酒厂的发展需求。这

个基地的使命，就是要提高仁怀自产糯高粱的

品质和产量，保证茅台酒的原料供应。

从原遵义农业学校农学专业毕业后，土生

土长的仁怀人涂佑能到当地农推站工作，他很

快参与到高粱品种资源的调查与筛选工作

中。那一年，他 24岁。

神秘茅台背后的红高粱

顶着寒风、冒着酷暑，为了寻找到合适的

高粱品种，涂佑能几乎走遍仁怀所有角落。“我

始终相信，仁怀种植高粱历史悠久，地方品种

资源丰富，一定能找到好的地方良种，一定能

把高粱产量和质量提上去。”他说。

这一寻，就是漫漫 12载。尽管也从田间地

头搜集到 160 余个本地优质品种资源，但涂佑

能始终没有找到让自己怦然心动的那一株高

历时12载选育出新品种

作为农技人，涂佑能深爱着脚下的这一片

土地。对于他来说，最高兴的事是看到种植

红缨子的乡亲们增收了，富裕了。如今，年近

花甲的他，依然奔波在田间地头。每年 7 至 8

月份，正逢高粱抽穗扬花灌浆，是涂佑能最为

忙碌的时候，他一头扎进高粱地，与老乡同吃

同住。

搞研发、做指导、办培训班。涂佑能乐此

不疲，初心不改。遍布仁怀的 147 个专业合作

社，正扛起了高粱种植的大梁，给予这些合作

社专业的指导和帮助，是涂佑能目前做的事

情。涂佑能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用乡亲们听

得懂的话，用他们愿意接受的方式，尽可能地

把知识和技术传授给他们”。他粗略估计，从

2008 年至今，他与团队开展科技培训已达 10

万人次。

为了让科研成果得到更好地转化，涂佑能

牵头成立了仁怀市红缨子高粱协会。为推广

“红缨子”高粱种植新技术，他成立了贵州红缨

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还担任仁怀市红缨

子高粱研究所所长。

“高粱刚刚收完，现在开始入仓，收成不

错！”涂佑能说，今年，仁怀共种植有机高粱 30

万亩，产量预计可达 9 万吨、产值 8 亿多元，覆

盖群众 4.42万户。

红缨子带来的质和量的提升，在仁怀的

糯 高 粱 种 植 史 上 ，具 有 划 时 代 的 意 义 。 正

是 红 缨 子 确 保 了 茅 台 酒 厂 有 机 原 料 的 安

全 ，同 时 深 受 其 他 酱 香 型 白 酒 生 产 企 业 的

喜 爱 。 随 着 酱 香 白 酒 产 业 的 蓬 勃 发 展 ，仁

怀 的 高 粱 产 业 也 欣 欣 向 荣 ，已 然 成 为 农 村

的支柱产业。

从一粒粒红高粱到一杯杯醇香的美酒，

红缨子一头系着茅台酒的品质担当，一头连

着农民的增收保障。至今，红缨子系列品种

已成为全国酒用高粱推广面积最大的单一品

种，累计在贵州、重庆、湖南、湖北、云南等省

市推广种植 1500 万亩以上，农民累计增收超

过 50 亿元。

和高粱打了半生交道的涂佑能，早已把红

缨子当作自己的孩子。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能带出更多的科技能手，把研发高粱新品、

帮助农民增收致富这个事业传承下去。用涂

佑能的话说，虽然精力大不如从前，但对红缨

子的这份特殊感情，就像高粱酿的酒一样，越

陈越浓。

高粱已成当地农村支柱产业

他培育的红缨子被他培育的红缨子被指定为国酒茅台唯一的酒用高粱指定为国酒茅台唯一的酒用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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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当真是“梦里寻她千百度”。

常年野外工作，风吹日晒，夏露秋霜，涂

佑能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对此，他轻描淡

写地说：“没啥事，这几乎是所有农技工作者

的‘通病’。”

1999 年盛夏的一天，在仁怀三合镇坝上

村，涂佑能又像往常一样，钻进了一片高粱地

里。突然，一株长势特殊、穗形较大的高粱映

入了他的眼帘，“那株长势特别不一样，穗形

比较大，一眼看上去就很健壮！”涂佑能说，这

一发现让他兴奋不已，他赶紧掏出相机拍照

记录。他说，没有坚持就不会有这个重大的

发现。

12年的苦苦追寻，终于让涂佑能看到了曙

光。也就在那一年夏天，涂佑能又在仁怀合马

镇发现了另一株优良异形单株高粱。

2000 年，涂佑能将两株分别叫“牛尾砣”

和“小红缨子”的高粱作为育种材料，探索高

粱新品种系统杂交选育，并到海南繁殖第一

代。让涂佑能高兴的是，在海南期间，他有幸

与袁隆平院士在南繁基地共同研讨育种，得

到很多指导。

2005 年，涂佑能选育出新品种红缨子，经

过测试，亩均产量近 400公斤，顺利通过省级专

家评审；2008 年，红缨子被指定为国酒茅台唯

一的酒用高粱；2010 年，红缨子成为全国第一

个通过有机产品认证的高粱种子。

漫长的育种历程背后，是几百上千次的

失败试验，尽管很煎熬，但涂佑能说，搞科研

就要习惯坐冷板凳，急躁不得半分。

涂佑能在田间工作涂佑能在田间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进入初秋，正值砂仁的管护季节，广西南宁市隆安县屏山乡上孟村一

带的砂仁种植户正在连绵的树林里忙着修剪枝叶。

前几年，守着绿水青山的上孟村是名副其实的贫困村。如今，科学种

植砂仁让上孟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村民们说，是广西药用植物园

派驻隆安县的科技特派员林伟给村里带来了改变。

“我来自农村，我不怕艰苦。”2017 年春，在选择进村开展科技服务

时，林伟主动要求到隆安县交通条件最差、位于隆安境内最南端的上孟村

和最北端的渌龙村。

这些年来，林伟长年奔走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充分发挥广西药用植物

园的技术和人才优势，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精准施策，解决砂仁种植难题

上孟村布练屯，小溪水流清澈，群山树木葱葱，山清水秀，环境优美。

“环境好有什么用？换不来钱。”回忆起以前，上孟村村委委员杨权林说。

布练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种植砂仁，种植历史悠久，可是

由于不懂技术，结果稀少，甚至无果可收。

如何发挥这里的生态优势，振兴上孟村的砂仁产业，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奔小康？2017 年 4 月，经过采集种植土壤和水分进行检测，并对种

植环境进行实地调查分析，林伟发现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种植优

质砂仁。“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适合种植砂仁这种广西道地中药

材。”林伟说。

经过精准把脉，林伟带领广西药用植物园的专家团队开具处方，对症

下药。

一开始，林伟帮助村里成立了专业合作社，经常组织种植户集中进行

砂仁低产改造技术培训，在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尽管不辞劳苦，

手把手地教，却吃力不讨好，群众将信将疑，没有按照技术要求去做。

“为了打消群众的疑虑，光靠嘴上说不行，必须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才行。”于是，林伟动员起了杨权林：“老杨，你是村委委员，你带头，你按我

的技术要求来做，搞一个示范基地出来给群众看。你来种，技术我负责。”

说干就干。杨权林带领全家进行砂仁修剪，把老株、病株、枯株、过

密株剪掉，清除了混杂品种，施起了有机肥，在砂仁地养殖了蜜蜂进行

授粉……在杨权林一家的带动下，又有几户种植户跟着行动了起来。

在林伟的全程技术指导下，布练屯的种植户开始按照技术要求在秋

季采果后进行植株修剪，进行品种提纯复壮，调节荫蔽度，施花芽分化肥，

开花期养蜂授粉……

2017年 8月，当一串串深红色的砂仁果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杨权林和

乡亲们高兴得合不拢嘴，当初人们的疑虑烟消云散，重新拾起种植砂仁的

信心。

科技项目助力，砂仁成群众增收好产业

尽管在布练屯初步取得了成效，但上孟村乃至隆安县的老砂仁园较

多，产量较低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带动作用不够突出。

因此，林伟牵头组织向南宁市科学技术局申报了广西砂仁低产改造

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该项目被列为 2017年南宁科技重大专项。

从此，林伟带领项目组技术人员，在上孟、渌龙等贫困村经常开展砂

仁低产改造技术培训，钻进砂仁地里，在关键节点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地

教，现场指导种植户进行砂仁低产改造，同时建立了 600多亩砂仁低产改

造示范基地和 20亩优良品种繁育基地。

在砂仁地里，林伟常常干得汗流如雨，浑身湿透，尤其是蚊叮虫咬，让

人痒得难受。每次看到林伟抓痒难受的样子，种植户们劝说：“林特派员，

你不用那么辛苦，让我们来做就行了。”“搞药材科研的，就是要与深山树

林和蚊叮虫咬打交道。”林伟说完又继续干活。

有了科技的保障，砂仁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2019 年 8 月，南宁

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进行现场验收查定，砂仁平均亩产量由原来的 20斤提

高到 40斤以上，合作社砂仁种植户迎来了丰收。

“现在上孟砂仁的销售价格要比广西其他产地高 20%—30%，供不应

求，群众种植砂仁的热情空前高涨。”林伟说。

这些年来，林伟依托广西药用植物园作为广西中药材产业科技服务

团团长单位的科技人才优势，带领、组织专家团队在上孟等 8个贫困村集

中开展砂仁栽培技术培训班 20 多场次，直接培训种植户 1000 多人次，把

脱贫的“种子”播到群众心里。

通过科技示范带动，隆安砂仁产业重新焕发了青春。到目前为止，种

植面积已经发展到 23000多亩，砂仁成了隆安县上孟等 8个贫困村带动群

众人数最多、增收效果最好的脱贫产业。

“如今，村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楼房，有近一半农户还在县城买了

商品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了村民的共识。”杨权林说。

在林伟带领的专家团队的科技服务推动下，砂仁种植推广到整个

隆安县，目前已有 8 个贫困村主要脱贫产业为砂仁种植，2019 年全部脱

贫摘帽。

瞄准砂仁产业

他对症下药开出致富良方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陈秀清

林伟（右）在砂仁低产改造示范基地进行施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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