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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先锋

初冬时节，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福安松罗的

花猪试验基地山林中，放养着一群野花猪，它们

吃青草野菜、喝山泉水，过着“纯天然”的生活。

作为闽东地区生猪生产的当家品种，“福

安花猪”也曾一度无人问津。宁德市科技特派

员、市农科所教授级高级畜牧师王金宝团队，

通过培育花猪新品种，让产业焕发了“第二

春”。松罗村村民郑建全就是这一特色产业的

受益者，从几头种猪起步，他如今养了逾百头

花猪，年收入数十万元。“刚开始养殖没有经

验，走过一些弯路。多亏了王金宝老师一路技

术指导。”他说。

“近 30年来，宁德市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

把特色产业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抓

手，在水产、茶业、食用菌等八大特色产业和乡

村旅游业，不拘一格选认科特派，推动特色产业

扶贫。在福安赛岐、福鼎太姥山等特色产业强

镇，更是出现了贫困户‘家家一亩葡萄园、户户

一丘白茶林’的带动效应，为走出具有闽东特色

的乡村振兴，提供了产业发展样板。”宁德市科

技局副局长冯宏达说。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吴建新 周良梅

在宁德市寿宁县下党村的扶贫定制茶园

里，借助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数十个摄像头

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制作到成品包装等全程

摄像，实现“茶园到茶杯”全程可视可追溯。“现

在茶叶不愁没人要了。”谈到茶叶销售，当地村

民们底气十足。而在这过程中，福建省科特派

黄福生无疑是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位于闽东大山深处的下党乡，有着寿宁

的“西伯利亚”之称。2015 年，黄福生带着技

术专家来到下党村。“这里拥有 300 多年的茶

叶种植历史。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偏远，销售

渠道不畅，当地每亩茶业的产值只有 2300 元

左右，比宁德其他产茶区低了近 3 成。”黄福

生说。

如何提高茶叶品质、价格，做出特色？黄

福生与村里致富带头人、村两委等开启了“头

脑风暴”。于是，这一“点石成金”的创意——

全国首个扶贫定制茶园“下乡的味道”项目孕

育而生。2015 年 2 月，依托下党村茶产业成

立的梦之乡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为产业

扶贫提供“造血”功能。接着，下党村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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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合作

社科学调度统一种植，动员爱心企业或企业

家认购茶园，引入专业公司推广与销售，实现

多方共赢。

如今，带有浓浓地方特色的“下乡的味

道”茶叶品牌走红了大江南北。村民的茶叶

由过去每亩产值不足 3000 元上涨到了 8000

元 左 右 ，2017 年 ，该 村 32 户 贫 困 户 全 部 脱

贫。扶贫定制茶园模式已被选入全国 12 个精

准扶贫典型案例之一。下党村 55 岁贫困户王

道全通过在茶厂打工和加入定制茶园项目中

来获取收益，家庭年收入可达 3 万元左右。

“拨一些钱、修一条路，改变一点村貌，

这是传统驻村帮扶模式。而脱贫攻坚应重

在‘扶智’和‘扶技’，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

科特派的注入，为农民增收、实现脱贫致富

创造良好条件。”宁德市科技局四级调研员

李连楷说。

定制茶园让贫困户当上股东

“2019 年，黑皮鸡枞菌收益达 20 万元。”福

鼎市赤溪村委会主任吴贻国说，得益于宁德

市科特派周秦福的指导，原是技术小白的他，

现在也能“上阵”指导村民种植技术。

30 年前的赤溪村，是全国“扶贫第一村”，

集“老、少、边、穷”于一体。多年来，周秦福推

动赤溪村走上产业扶贫之路，菇农亲切地称

为“阿福哥”。根据赤溪村的地理位置和现有

的自然条件，周秦福为之计划安排食用菌产

业发展思路和方案，自主研发“黑皮鸡枞大棚

高产栽培技术”在该村推广生产，创建了赤溪

村食用菌科普示范基地。

同时，周秦福开办起“农民田间学校”，

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为菇农讲解黑皮鸡枞

大棚高产栽培等技术知识；组织外地营销大

户到场座谈指导，帮助农户寻找产品销路，

推广种植黑皮鸡枞 30 多亩，带动当地农民人

均 增 收 1.2 万 元 。 作 为“ 草 根 专 家 ”的 周 秦

福，虽然退休在即，但仍抓紧时间研发鹿茸

菇和中国美味蘑菇工厂化栽培技术试验，预

计今年底可批量生产，该成果有望填补福建

省技术空白。

从“阿福哥”那里学习一身本领的同时，

吴贻国也没忘记自己“领头雁”的身份。他不

仅聘请村里 6 名相对困难的群众到种植基地

务工，解决他们的就业难、收入低问题。同

时，在试种成功后，他还积极引导村民加入黑

皮鸡枞菌种植产业，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在闽东，像黄福生、张富民、周秦福这样

的科特派还有很多，他们凭借知识和技术，解

决一系列技术难题，带活一个产业、带富一方

农民。”据李连楷介绍，今年，宁德市已选派

303 名市级科特派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服务，

帮助引进新品种 180 个，推广新技术 168 个，

举办培训 183 场次，培训农民 9150 人次，带动

农户 7461 户。

新技术新品种催生产业新动能

初冬时节，繁忙的葡萄季早已结束，但福

安市果农谢善明依然忙个不停，他正忙着向福

建省科特派、福安市农业科教站站长张富民学

习电商经验。

“我现在种了 30 亩葡萄，年收入达 30 多万

元。”谢善明笑言，他打心眼儿里感谢张站长。

2000 年，谢善明种植的 3 亩葡萄，因病害严重，

几乎颗粒无收。后来在张富民的精心指导下，

他采用标准化控产栽培、专用套袋等多项技

术，实现平均亩产值增加了 3000元至 8000元。

如今，福安市享有“南国葡萄之乡”美誉，象

环葡萄更是名声在外。然而，20世纪中期的象

环村，因为高温多雨的气候，被认为是一个不适

宜种植葡萄的地方。2003年，张富民带领团队

走村入户，向果农传授避雨栽培等新技术。村

民们发现套袋种植的葡萄病虫害少，个大饱满、

甜度高，实现了当年种植，次年就投产上市。在

指导果农栽培过程中，张富民总结出山地优质

葡萄“计划生育”等田间操作要领。虽然留果少

了，但果园品质提升了，收入反而增加了。许多

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回村种植葡萄。

从一颗葡萄到一个产业，产值从零到十亿

元……在张富民的大力推广下，象环村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葡萄名村，并向周边村庄辐射。如

今，福安葡萄种植面积达 7 万多亩，全市 3.2 万

农户从事葡萄生产，产量和面积占福建省的

60%以上，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面积最大、规模连

片、生产规范的葡萄生产基地。

冯宏达认为，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宁

德科特派结合各地特色产业发展定位，持续拓

展产业扶贫覆盖面，形成“一村一品”“一户一

业”产业发展格局，实现产业发展、稳定增收。

葡萄名村产值从零到十亿元

梁文燊 胡映芝 本报记者 刘 昊

科特派扶智科特派扶智++扶技扶技
曾经无人问津的特色产业又火了曾经无人问津的特色产业又火了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何 淼

初冬的暖阳洒满田间，在广西北海市银海区

产业扶贫生产基地的蔬菜大棚里，紫色的茄子、

翠绿的苦瓜、纤长的辣椒挂满枝头，一派喜人的

丰收景象，贫困户正在忙碌着采摘蔬菜……

“大棚蔬菜种植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多亏北海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贫困村科技特派员

赵秀河和专家团队们。”蔬菜基地负责人唐辉民说。

银海区贫困水库移民村有大坎、大水江等 4

个村9190户，其中贫困户32户81人，而东山村也

是移民村，是大石山区壮、瑶少数民族的特困户移

民，都是典型的“有女都不嫁”的困难村。现在，经

过赵秀河等科技特派员的因村施策，2019年东山

村成为了银海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村，而其

他贫困移民村也走上脱贫致富路。

为群众找到脱贫门路

今年 35岁的唐辉民是银海区大坎村的果蔬

种植大户，这段时间，他种植的“北甜一号”哈密

瓜陆续成熟。这两天，他雇了 20 个人到棚里帮

忙采摘，准备抓住时间，运往广东海吉星农贸市

场进行销售。

“科技特派员提供了北海最好的哈密瓜品种

‘北甜一号’，现在的价钱非常好，田头收购价 3.2

元一斤，除去成本开支，一亩能赚 1 万多。”唐辉

民乐滋滋地说。

如何谋划贫困村产业发展，赵秀河利用在科

研院所从事蔬菜工作20多年的经验，为大坎村产

业扶贫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门路——帮助村民发

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同时，在东山村发展规模

化养殖瘦肉型猪的基础上，指导大棚果蔬种植，受

益 20 多户。他还多方争取，协调后盾企业援助

130多万元建设了大棚面积35.3亩蔬菜基地。

基地采用“党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级

集体经济+贫困户”的发展模式，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参与入股。基地为少数民族贫困户提

供入股分红以及 20 多个长期就业岗位，现已为

少数民族贫困户增加了 4万多元的务工收入。

利用基地的示范辐射作用，一年内迅速带动

了周边村群众发展大棚果蔬种植约 150亩。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产业发展是贫困村脱贫的关键，为了能给贫

困村“造血”，让移民、少数民族真正脱贫，真正发

展设施蔬菜产业，赵秀河通过多渠道，争取上级

项目。2018 年以来，赵秀河争取自治区农业厅

的项目和市级产业富民专项资金等，增投 30 万

元配套建设菜篮子示范基地。

赵秀河结合贫困村的产业发展特点，依托单位

优势，指导贫困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大棚

设施蔬菜产业引领周边贫困农民逐步脱贫致富。

2019年，大坎村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基

地种植共收入约35万元，纯收入约15万元，当年为

村级集体经济增收了6万元。引进北甜益号厚皮

甜瓜，先锋一号苦瓜，圣保罗辣椒等蔬菜新品种，不

但保证了蔬菜产量，还提高了合作社的收入。

在农业标准化设施生产大棚里，大坎村委三

家村贫困户骆远能正在移栽西红柿苗。“加入专

业合作社，种植果蔬都由合作社统一种植、统一

管理、统一销售，不愁销路，同时还有技术员指导

生产。”骆远能说。

最近，骆远能还准备扩大种植面积，育上10000

株西红柿苗，用来发展早春蔬菜种植。“家里大棚不

多，才2亩多点，刚刚收完哈密瓜，赚了2万多元，现在

想种西红柿。争取年前再卖上个2到3万元，过个好

年。”对于种植前景，骆远能充满信心。

开展田间现场教学培训

“只要你们有问题需要解决，叫一声我，我就

会马上来。”这是赵秀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被选聘贫困村科技特派员 3年来，赵秀河积

极参与银海区产业扶贫发展工作，配合“第一书

记”做好贫困村产业扶贫工作计划。每年都深入

贫困村，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为贫困村送去蔬

菜新品种、新技术，抓住春耕和秋冬蔬菜的有利

季节，开展蔬菜技术培训工作，在 10多条贫困村

开展蔬菜技术培训达十期，培训贫困户达 1000

多人次。

针对贫困户在蔬菜种植生产遇到的问题，赵

秀河不断开展田间现场教学培训，手把手地传授

蔬菜种植技术，为贫困户解决了一些蔬菜种植上

的难题和困难。还通过手机、微信等，为贫困户

种植蔬菜进行技术咨询服务。

每个星期，赵秀河都抽出时间到贫困村蔬菜

种植贫困户的田间地头看一看，细心指导贫困

户，为了做好大棚蔬菜种植，他每次到农户种植

的蔬菜田间地头认真地观察每一处作物，指导农

户做好病虫害易发生期防治，传授农业实用技术

及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3 年时间里，赵秀河连续两年被评为广西壮

族自治区贫困村优秀科技特派员，累计推广蔬菜

新品种达 10 个，推广新技术 5 项，解决蔬菜种植

户病虫害问题达 100多个。

推广蔬菜新品种 10个、新技术 5项，解决种植难题 100多个

搭起大棚种蔬果，他帮困难村变样板村

初冬，重庆万州玫瑰香橙继将进入收获季。11 月 29 日，趁着天气晴

好，重庆万州区甘宁镇永胜村“四月红”玫瑰香橙果园负责人朱文祥一大

早便带着工人在果园里除草。最近国家“三区”科技人才邓烈等专家送上

门来的果树管理新技术，让他们种植香橙更得心应手了。今年以来，万州

区科技局大胆创新科技特派员工作思路，实行“定制化”服务，组织农业专

家组成服务队，进村头、上屋头、到田头，为种植大户及农业科技型企业

“问诊把脉”，全区特色产业实现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全覆盖，为该区决战

脱贫攻坚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技术培训实用“接地气”

“老师讲得好，用的都是我们农村的土话，能听得懂也记得住，既接地

气又实用，学了就能用到生产中。去年越冬管理没有做好，对产量影响很

大，所以专门听一听专家给我们支招。”冉启全曾是熊家镇蜡烛村 6 组建

卡贫困户，这几年靠发展玫瑰香橙摘掉了“贫困帽”，可由于技术没跟上，

收益一直不太理想。

“听了专家的讲解才明白，科学种植才是出路，多学习才能提高效

益。去年 8亩地的玫瑰香橙只赚了 2万多元，今年按照专家教的方法进行

管理，3万块钱的纯收入保底。”11月 21日，冉启全报名参加了区科技局组

织的种植技术现场培训会后表示，这次培训不仅很及时，而且全是“干

货”。

其实，从“接地气”的农业科技培训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冉启全。蜡烛

村村主任宋永康介绍，蜡烛村一共种植有 3700 多亩玫瑰香橙、3000 余亩

枇杷亩，年产值超过 3500 万元，水果已成为当地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的重

要来源和致富的重要途径。此次技术培训，既有现场示范，又有产前、中、

后等系统的理论讲解。同时，还为农户派发了《玫瑰香橙种植栽培手册》

等技术资料，这将极大地促进当地水果产业升级增产、增值、增效、增收，

给蜡烛村上千户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特色产业“定制化”服务

今年以来，为解决科技特派员供求不足的矛盾，万州区科技局经过摸

民情、听民意、想办法，结合我区产业发展实际，大胆创新科技特派员工作

思路，从原有的一名科技特派员单一服务一个农业企业，到国家级“三区”

科技人才、市级、区级科技特派员“组合”选派，精准服务一个产业，并通过

在产业发展较好的乡镇设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或指导企业建设专家大院

等方式，实现三级特派员的优化组合。同时，区分不同的培训对象，坚持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推广示范、产品加工、电

商销售、文旅融合等“定制化”服务，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把农业新成果、

新技术、新信息及时便捷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落实到企业和田间地头，推

动全产业链加快发展，实现现代农业的规模化、高效化。

万州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万州区认定专家大院 3个，目前

全区市、区级专家大院总数达 13 个，全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已实现科

技特派员对接服务全覆盖。今年以来，各级特派员开展培训 62 场次，培

训农民 3922 人次，引进新品种 146 项、推广新技术 224 项、解决技术难题

372项，为万州区决战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科特派“定制化”服务

让重庆万州区农户家门口得实惠

资讯台

全国全国““扶贫第一村扶贫第一村””赤溪村茶园喜赤溪村茶园喜
获丰收获丰收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为进一步优化科技特派员制度，强化供需对接的精准性、提升科技服

务的有效性，近日，江西省科技厅组织开展 2019—2020 年度科技特派员

绩效评价工作。

一是突出需求导向。按照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的原则，

围绕县（市、区）农林产业发展需求，选派 1300 余名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

服务。本次评价由设区市科技局组织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或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对服务本县（市、区）或园区的科技特派员进行评分。

二是明确评价内容。从科技特派员“62111”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即：

实到对接地区服务不少于 6次，开展技术培训不少于 2次，完成农林产业

调研报告不少于 1篇，通过对接农林企业帮扶村不少于 1个，协同创建科

技试验示范基地不少于 1个），以及总体成效、服务对象评价、工作亮点等

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三是强化结果运用。对评价结果为“优良”的科技特派员，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予以科技计划项目支持；服务多个县（市、区）或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的科技特派员，在同等情况下优先表扬。对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科

技特派员，次年将不再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选派对象。

（来源：江西省科学技术厅门户网站）

江西开展科特派绩效评价工作

福建省宁德市把

特色产业作为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的重要

抓手，在水产、茶业、

食用菌等八大特色产

业和乡村旅游业，不

拘一格选认科特派，

推动特色产业扶贫。

科技特派员专家在现场指导科技特派员专家在现场指导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福建省福安市
葡萄种植面积 7 万
多亩，是中国东南沿
海最大的葡萄生产
基地，被誉为“南国
葡萄之乡”。图为丰
收的象环村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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