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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范儿

资讯台

王迎霞 通讯员 康吉安

10 月 17 日，第 7 个国家扶贫日，宁夏银川

市贺兰县南梁台子管委会隆源村格外热闹。

原来，有个科技特派员项目要给村集体分红。

由宁夏绿香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的“砂土质辣椒丰产栽培技术研究与应用”项

目，是银川市重点科技创新专项。根据约定，企

业自 2020 年起每年为村集体分红 8万元，连续

实施3年，用来增强村级组织公共服务能力。

要精准扶贫，更要可持续发展。这种“科技

创新项目+龙头企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科技

扶贫模式，是银川市科技局近年来的积极探索，

为贯彻落实脱贫攻坚计划注入了强劲动力。

科技创新项目作用大

分红大会现场，宁夏绿香村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魏新民感慨良多。

公司虽然成立不到两年，种植已经从单品

线椒扩大到西兰花、香瓜、芹菜等多个品种，方

式从单一种植发展到集种植、冷链、加工一体

化，销售市场从上海和广州又拓展到成都、重庆

等11个城市，并创建了叫得响的优质蔬菜品牌。

该公司迅速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5 年

来，银川市科技局组织实施科技创新及脱贫富

民项目 88 个，安排扶贫资金 3020 万元，带动项

目总投资28000余万元，覆盖全市39个贫困村。

企业发展壮大后，又反过来反哺社会。为

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带动脱贫富民作用，科技

局从全市 892 名科技特派员中遴选出 50 名优

秀者为科技扶贫特派员，并创新扶贫模式。

企业在贫困村实施银川市科技创新项目，

与市科技局和项目所在村村委会签订科技扶

贫协议：由企业将部分项目资金“让渡”给村集

体，村集体用这笔资金入股成为企业股东，参

与项目实施。按协议约定，企业连续给予村集

体分红。

按照这一模式，科技局已在金凤区良田镇

园林村、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五村等多地组织

实施科技扶贫项目 7 个，安排科技扶贫资金

315 万元，为 5 个村集体分红 105 万元，直接为

建档立卡户分红 12.6万元。

隆源村的产业复兴路

实现脱贫致富，发展产业是抓手。这一

点，贺兰县南梁台子农牧场党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马立坤体会很深。

隆源村是农垦集团“十一五”和“十二五”

期间易地扶贫搬迁海原县、泾源县、隆德县部

分乡镇的移民贫困村，2018年移交贺兰县。彼

时，村集体经济为零。

穷则思变，变亦有道。2019 年，隆源村开

启了产业复兴之路。

借着科技部门扶贫新模式的“东风”，宁夏绿

香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迅速发展，很快就让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村集体变股东。

一年多后，隆源村蔬菜种植和梅花鹿养殖

两大支柱产业初具规模，并通过产业带动实现

了三大转变。

最突出的是村集体经济。依托产业的投

资收益，2020 年，隆源村村集体经济已到账

43.26万元，预计年底突破 50万元。

与此同时，企业流转 2375 亩土地，村民可

获得土地流转费收入；他们不仅能当产业工人，

家门口务工按劳获酬，还能获得产业分红，人均

纯收入从2019年的7060元增加到10773元。

而扶贫方式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改变了

部分群众“等靠要”的懒惰思想，激发了他们的

内生动力，增强了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心。

“隆源村能有今天，说明我们的产业发展

思路是成功的，解决了贫困村缺少集体经济和

贫困户产业发展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的问

题。”马立坤表示。

银川科技扶贫有抓手

模式创新，全面布局。在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这场硬仗中，银川牢牢抓住了科技特派员这

个“牛鼻子”。

“2016 年以来，我们在开展科技扶贫工作

的过程中，紧紧以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为抓

手，通过项目支持、政策倾斜等进行引导，食用

菌高效栽培技术、设施绿色丰产技术等一批先

进适用技术为贫困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

撑。”银川市科技局副局长胡燕说。

数字显示，全市科技项目辐射区域的农民

平均收入高出其他地区 15%左右，科技扶贫成

效显著。

在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组织实施的“肉牛

高效养殖与循环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

攻克了繁殖母牛分阶段饲养技术、繁殖母牛低

成本全混合日粮饲喂等技术，犊牛成活率由常

规养殖的 60%提高到 85%以上，肉牛养殖综合

效益提高 10%以上。该村流转土地 600亩生产

饲草，企业每年按每亩 650元支付村民费用，50

户建档立卡户户均增收 6500多元。

据介绍，银川市科技局专门成立了以局长

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主要科室负责人

为成员的科技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党

组在脱贫攻坚中的“头羊”作用。

接下来，银川将重点围绕贫困村科技人才

和科技项目覆盖率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能力较弱等短板开展工作。

“促进产业振兴，科技引领发展，我们期待

科特派能有更大施展空间。”胡燕说。

扶贫日，银川科特派喊大家来分红

贵州省石阡县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延伸带，山势落差大，昼夜温

差大，是高山茶叶的种植天堂。位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腹地，石阡苔

茶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前几年，茶园种植零乱，茶叶管护标准不一，茶树

始终没有成为老百姓的摇钱树。

2012 年，贵州省农科院结对帮扶石阡县以来，精准选派科技干部助

推石阡农业产业发展，茶科所的“茶博士”高秀兵随着科技干部下农村的

大流，于 2014年开始，踏上了石阡“扶贫路”。

寻策问道：兴一片茶，铭一份心

初到石阡，高秀兵和其他省直单位选派的扶贫干部一样，不知道要干

什么？做群众工作有差距，搞经济工作又不熟悉。一心想干点事的他，就

把心思花在茶叶上。

五德镇是高秀兵扶贫的第一站，团结村则是他“落户”的地方。高原

出好茶，五德扶贫路上，高秀兵把大半的时间用在茶园里。“茶园规模化水

平较低，解决这个问题，我义不容辞。”五德镇新华村是石阡苔茶的发源

地，在该村多次调研后，高秀兵向当地茶农郑重承诺。

他和几名同事连续 3天走访调研，了解当地的发展意愿，经过十多个

昼夜的奋战，贵州省现代高效茶产业园区项目申报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省级园区石阡县现代高效苔茶示范园区以申报排名第一立项，获帮扶

资金 800万元。“散茶”逐步“集中”。

随着脱贫攻坚号角争鸣，石阡县把茶产业作为“1+3”产业支柱产业，

茶叶发展大有可为。高秀兵乘着动作大展手脚，为石阡县提供新建茶园

土壤检测报告和茶叶品质报告 5份。伴随着茶叶一道“水土相宜”。

园产结合：养一片茶，树一份心

“种茶要像养孩子，只有精心管护才有惊喜回报。”高秀兵每到一处，

都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近年来，石阡县加大生态茶产业建设，但不同乡镇产业发展参差不

齐，部分地区茶产业发展技术还比较滞后。高秀兵摘下博士帽子，带头到

茶园做示范，先后组织技术培训 15 次，培训茶农和茶叶生产技术人员

2100 人次，发放生产资料 500 余份，实施科技项目 1 项，帮助企业 5 家，联

系贫困村 3个，为帮扶村镇的茶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通过组织系列培训，高秀兵变黑了，但石阡产业发展的人才队伍培育

起来了，有的地区茶叶下树率低，管护效果差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得益

于高秀兵的技术支持，一些打起“退堂鼓”的茶企业又焕发了新机。

“他不但会讲，而且还喜欢示范。”全国人大代表、大屯村党支部书记

周绍军对高秀兵的技能培训十分感谢。

据不完全统计，高秀兵在石阡期间，共为 100余户茶产业加工厂把脉

问诊，为推动茶产业向茶经济转变添加了“助燃剂”。

高秀兵：

“茶博士”的“扶贫经”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 通讯员向娇）10 月 16 日，重庆市科技局在

武隆后坪乡开展第 7 个“全国扶贫日”科技下乡活动，给村民们讲解茶

叶种植、蜜蜂越冬管理等知识，助推脱贫攻坚。

武隆区后坪乡作为全市深度贫困乡，茶叶种植和中峰养殖是该乡脱

贫攻坚的主要产业。培训会上，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

重庆市综合实验站站长罗文化，重庆市现代特色效益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茶叶创新团队研究室主任邓敏，分别讲解了蜜蜂越冬管理和茶叶种植技

术，就越冬蜜蜂喂养，蜜蜂保暖，蜜蜂病虫害防治，茶树种植、管理、选种等

方面给村民做了详细的培训。

50余名村民参加培训，大家纷纷表示参加此次科技培训学到了许多

实用的知识。武隆区后坪乡蜂农李树文表示：“当前正是蜜蜂越冬管理的

时候，今天来给我传授蜜蜂越冬的技术对我们很实用。”

据介绍，今年重庆共有 3236名科技特派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科技培

训、技术咨询与指导、“一对一”科技帮扶、科技创新创业与服务等，开展技

术服务 25671人次，引进、推广新品种 1135个，引进、推广新技术 1307项，

解决技术难题 2673 项，培育技术骨干 4863 人，为决胜脱贫攻坚、战疫保

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作出了突出贡献。

重庆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科技派员选派

范围，加大科技特派团创新创业支持，探索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

从研发到市场的科技特派员全产业链的服务机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模式。

助力脱贫攻坚

重庆科特派送课到田间

通讯员 罗立军 本报记者 何星辉

10 月 19 日，正是深秋好时节。位于福建

漳州诏安县太平镇走马村的青梅品种观光园，

游客络绎不绝。该园从国家果梅资源圃等地

引进的 40多个青梅品种陆续到位，成为集品种

展示、科研实验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基地，也

是当地新晋的“网红”打卡地之一，每年可接待

10多万人到此观光旅游。

“在对口帮扶诏安县的三年多来，通过

发挥科特派团队集团作战优势，创新青梅优

质高产载培标准示范片、专用肥技术推广等

一 系 列 扶 贫 模 式 ，帮 助 农 户 和 贫 困 户 增 收

400 多 万 元 ，带 动 100 多 贫 困 户 实 现 脱 贫 致

富，使青梅真正成为当地的‘扶贫果’‘致富

果’。”福建省农科院亚热带农业研究所研究

员林一心说。

琯溪蜜柚科技小镇、下河杨桃小镇……近

年来，漳州市科技局组织福建省农科院亚热带

所、福建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漳州市农科

所等法人科技特派员，由各单位负责人牵头，

组织各领域专家，与诏安、平和、云霄三个省级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整体对接，克服单个科特

派“势单力薄”的不足，实施多个漳州市科技精

准扶贫重大项目，有效破解了各县域多个产业

的系列科技难题，趟出精准帮扶、精准扶贫的

新路子。

利用废弃的牡蛎壳，可制造有机生物肥。

“有了新绿肥，改良了土壤，不仅降低了成本，青

梅的品质也不断提升。”诏安县官陂镇吴坑村果

农张阿查高兴地说。他口中的新绿肥，正是福

建省农科院亚热带农业研究所团队与福建玛塔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青梅配方肥。

据介绍，漳州诏安县盛产青梅，被誉为“中

国青梅之乡”。然而，由于之前农户管理技术

落后，长年耕作使用化肥，导致当地土壤营养

元素失调，酸化严重，收益不高。为此，双方开

展青梅配方肥的研制和推广。

新产品推出后，当地农民和贫困户却有疑

惑：“施了这么多年化合肥，没听过土壤要改

良，还要换新肥。”为此，科技特派员吴松海等

开始走村入户，向农户介绍土壤改良的重要性

及新肥的配方、使用方法。“科特派专业又耐

心，他们参与推广，梅农的接受度提高了很

多。”玛塔公司负责人林红烨说。

目前，该所在诏安县青梅主产区太平、官

陂和红星农场等乡镇已推广面积 1000 多亩。

去年，青梅鲜果增产 30%—40%，每亩增收 600

元以上，每亩减少化肥使用成本约 80元。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青梅品种观光园建

设，使之成为国家果梅种质资源圃观测站，推

进太平镇青梅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观光者

真实体验到‘诏安踏青、太平赏梅、走马观花’

的中国青梅之乡文化旅游魅力。”林一心说。

不仅助力诏安县青梅产业发展，该研究所还

围绕县里主导产业八仙茶、青椒、百香果、芭乐等

作物和果树，组织开展了从品种引进、栽培技术、

配方肥的研制到产品加工、销售全产业链的技术

示范推广，推进全县的产业结构优化发展。

融合一二三产，开辟青梅之乡“梅”好产业

每年产量增加 15%，成本却降低 10%以上，

每公斤柚子收购价还比别人高出 1元钱。平和

县安厚镇功夫种养农场负责人深切感受到了

科学生态种植的魅力。

平和作为“中国琯溪蜜柚之乡”，全县蜜柚

种植规模已达 70 万亩，年产量 130 万吨左右。

建设科技示范场，蜜柚小镇“富民果”飘香

百年杨桃树、古老的城堡、茶马古道，伴着

隐约的杨桃果香，下河村，这个位于云霄县下

河乡的杨桃小镇已成为外地游人纷至沓来的

“网红”地。

曾几何时，这个小山村还是一个省级重

点扶贫的“空壳村”。“过去我们最发愁的是杨

桃卖不出好价钱。”下河村支部书记蔡劲松

说，以前村里杨桃种植面积虽然大却分散，品

种以本地酸杨桃为主，口感酸涩，产量高但销

路不好。

作为云霄县的对口帮扶单位，漳州市农科

所选派市“十佳科技特派员”赖宝春挂钩下河

乡霞河瑞通家庭农场。她在服务挂钩对象的

同时，结合实际生产与技术问题，先后主持或

参与 5 项省市科研项目，为杨桃产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她还认真落实杨桃产前、

产中、产后植保技术服务工作，先后推广新技

术 10个，参与创办合作社 1个，培训农民 300人

次，为周边村起到模范作用。杨桃的品质上去

了，销路打开了，当地贫困户实现了每户每年

可增收 3000元以上，推动科技帮扶建档立卡贫

困户脱贫致富。

“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农户，赖宝春还深入

到诏安、平和、南靖等地，围绕花、果蔬产业，采

取集中授课、田间地头指导、观摩会等多种形

式，为农村致富带头人、新型职业农民、雨露扶

贫等培训，累计培训达 5000 人次，帮助当地培

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当前制约乡村发展

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和技术的欠缺。”漳州市

农科所有关负责人说，科技特派员要通过帮扶，

培育一批扎根乡土的技术能人，为新时代农业

农村发展持续造血。如该所食用菌服务团队在

毛木耳新品种选育、栽培料发酵技术研究、螨害

防控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开展了工作，通过科技

培训、技术指导等方式在挂钩的单位进行示范，

带动周边村庄辐射推广300万袋以上。

漳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俊雄认

为，依托法人科技特派员这一机制，以研究

所为主体，汇集多学科专家，解决了县域多

个产业发展中的实际科技难题，改变以前单

一的“技术输血”形式，增强了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的“自我造血”功能，培养造就了

大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全市乡

村振兴、精准扶贫事业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

和保障。

培育新农人，为“三农”发展持续造血

科特派集团作战科特派集团作战
让让““空壳村空壳村””变变““网红网红””打卡地打卡地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林开艺 王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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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全县蜜柚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漳州市科

技局组织福建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等进行

对口帮扶，由该所选派李发林副研究员等一批

科技特派员带着技术驻地服务，积极打造集人

才、技术、帮扶为一体的蜜柚科技小镇。

如今，功夫种养家庭农场已然成为平和县

发展蜜柚产业的一个科技示范场：李发林等科

技特派员们倡导使用有机肥，引进蜜柚水肥一

体化、捕食螨生物防控方法等新技术，进行配

方施肥、土壤酸化治理等探索，改善生态、减肥

增效，实现蜜柚有机生产。8年来，该家庭农场

7 次选送的功夫蜜柚，获得平和蜜柚节柚王赛

品质王二、三等奖，产品得到各界的普遍认可。

与此同时，该所还组织科特派联合漳州市

诺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积极推广获得市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的科技成果“琯溪蜜柚黑星（斑）

病”，并申报省科技星火计划项目，在平和建立

了 20亩的防控技术示范区。

“从果树到蔬菜花卉再到植保土肥，我们

还推进当地蜜柚、蔬菜、花卉、南药、茶叶、铁皮

石斛、金线莲等产业发展，与地方政府形成‘科

技+共建’扶贫模式，带动平和县长乐、大溪、安

厚等乡镇近 1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目

标。”福建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

长陈振东说。

如在安厚镇鑫华源家庭农场，龙头村贫困

户林其海在科技特派员的技术帮助下，通过家

庭农业种植年增收 5000元以上，加上农场务工

收入，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 3.5万元以上，实现

稳定脱贫。

依托法人科技特派

员这一机制，以研究所

为主体，汇集多学科专

家，解决县域多个产业

发展中的实际科技难

题，改变以前单一的“技

术输血”形式，增强省级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

“自我造血”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