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有招

现代农业要对新业态、新模式进行

有效探索，互联网销售只是其中一种。

下一步，宁夏将大力推广以互联网技术

为依托的智慧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管

理、销售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促进农村农

业现代化发展。

杨勇军
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

典型派

在宁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种养殖过程

中最怕的，除了天灾人祸，应该就是市场滞销了。

或顶风冒雪赶到农贸市场，或心怀忐忑与收

购商砍价，为的就是能让操劳一年得到的收获卖

个好价钱。然而很多时候，他们的满腔希望并不

能顺遂。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老乡们这一顾虑

正在逐渐打消。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宁夏科技特派

员，敏锐地发现电商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脱贫，而且

能助推乡村振兴，这一全新的销售渠道大有可为。

3月 5日，记者从宁夏科技厅获悉，在更加广

阔的网络空间，科技特派员们大施拳脚，助农产

品销往四面八方。

“请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宁夏枸杞，红彤彤

的很喜庆吧？它具有非常好的保健功效，但如果

没忍住吃多了，也是会上火的……”

“我们宁夏不只有枸杞，现在我手里拿着的

就是灵武长枣！它的果实很大，不但吃起来脆甜

可口，营养价值也很高，人称‘百果之王’……”

2月 22日，走进宁夏新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创科技），你会情不自禁地被多个直

播间的火热气氛所感染。

主播基本都是女性，要么是青涩的学生模

样，要么是农村小媳妇装扮。直播室外还有一位

女士，来回轻轻走动，在这间直播室外驻足观察

一会儿，再到下一间门口继续观察。

她就是新创科技负责人、科技特派员尤婷。

尤婷今年 35岁，两年前投身电商行业，通过

直播带货的方式帮助周围农户销售大米、亚麻籽

油、枸杞、长枣等宁夏特色农产品。

面对镜头，起初尤婷也紧张害怕，但经过

各种培训，终于在三四个月后，尤婷的单日订

单突破个位数的尴尬。之后，她逐步在拼多

多、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开设了近 30

家店铺。

2020 年底，尤婷迎来人生高光时刻：先是 11

月 15 日创下单场直播 3 小时 10 万元的带货纪

录，新创科技也获得“灵武市电商产业发展贡献

奖”，后来她又和市长一起为家乡产品带货，圆了

职业梦想。

生意越做越火，尤婷始终没有忘记科技特派

员的初心，她积极吸纳家庭主妇和待业妇女就

业。现在，新创科技 10 名主播平均每天能创造

2000多单的业绩，人均月收入可达三四千元。

“我曾经也是家庭妇女，我在她们身上看到

了自己‘过去’的影子。我希望能把事业做大做

强，带领更多姐妹过上好生活。”尤婷说。

“直播+电商平台”带货模式

与单纯直播带货不同，更多科技特派员利用

网络平台销售自己合作社的产品。孙磊选择了

自媒体。

他是银川市灵武市德琴草制品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德琴合作社）负责人，他的微信朋友

圈，几乎都是短视频。

“我，宁夏人，德琴‘草编哥’！身后正在安排

装货的是 70厘米×1米的稻草垫，用于钢材运输

防滑衬垫。”孙磊播发的每条视频，他都如此开

场，很自然，又跟业务挂钩。

孙磊把农村司空见惯的草加工成草席、草

垫 、草 绳 、草 袋 等 各 种 形 态 ，产 品 达 80 多 种 。

2008 年，电商平台为他带来了第一笔订单——

80万条草袋，销售额达 100多万元。首次网络试

水让孙磊尝到了甜头，随后，他更加注重网络营

销，产品销到多个省区市，最远还出口到俄罗斯。

如今，孙磊微信里的 4000 多名好友都是通

过电商拓展的客户。2020 年，德琴合作社仅电

商平台销售额就接近 3000万元。

随着与多家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德琴

合作社的互联网订单稳中有升，孙磊开始尝试为

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他制定了生产标准，将订

单分派给其他合作社和公司进行代加工，从而带

动了整个灵武市草编行业的发展。

目前在郝家桥镇，固定从事这一产业的农户

达 100余户。而他雇佣的工人，日工资最高可达

“合作社+自媒体”零售模式

相较自媒体销售的不确定性，农超电商直

供渠道销量就稳定得多。变“以产定销”为“以

销定产”，这成为宁夏多数科技特派员积极尝

试的方式。

“下次种的时候要注意温度，这样的话，达到

7 度以上糖分的柿子就多了，这也才能保证大家

吃到小时候的味道。”白宗英嘱咐道。

白宗英是吴忠市点点红草莓种植专业合作

社（以下简称点点红专业合作社）负责人。2 月

份刚过，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乡山水沟村村民张

小平就在白宗英这里领到了 4176 元，这是张小

平 1月份种植水果西红柿的收益。

水果西红柿刚引入宁夏时非常容易生病，白

宗英请教专家后，发现问题出在土壤上。于是，

白宗英和农户们放入蚯蚓消化废弃秸秆和牛粪，

从此小红果长势喜人。有了科技特派员这一“近

水楼台”，许多新品种在引种过程中都享受到了

科技红利。

但好产品要有好销路。白宗英选择了与京

东、盒马鲜生等电商平台合作，根据接单情况制

定种植计划，定点为北京、上海等地的超市供货，

最远还销售到了香港和新加坡，亩均收益比普通

西红柿高出 8000多元。

而对于合作社的社员，只要按照统一技术规

范种植并达到交付标准，无论市场价格怎样浮

动，她都按照每公斤 1.3 元的高价全部收购。她

还免费为社员提供无公害果蔬种植技术培训及

生物菌肥，帮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自 2012 年 成 立 以 来 ，点 点 红 专 业 合 作 社

已辐射带动村民 300 户，建设种植日光节能温

室 624 栋，果蔬种植面积达 955 亩，人参果、蓝

莓等 16 种南方水果再也不是当地村民眼里的

新鲜物。

今年 1月，点点红专业合作社被认定为 2020

年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白宗英说，在助农增

收的路上，自己将继续努力。

“合作社+电商平台”直供模式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焦 阳

◎本报记者 王迎霞

“科技特派员不但解决了葡萄烂果严重的问题，还给云朵庄园带来了

科学高效的葡萄种植管理理念和技术。山东省葡萄研究院（以下简称葡

萄研究院）的专家定期到现场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专家们成为了我们云朵

庄园强大的技术后盾。”3月 4日，山东省聊城市的云朵庄园负责人孙云朵

告诉记者。

云朵庄园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京杭大运河西岸，拥有葡萄

种植基地 600亩，长期用工 60—90人，以合作社的形式带动周边农民创业

种植葡萄，带动葡萄种植户 260 户，葡萄种植面积 2000 多亩。目前，它是

国家 AA 级景区、山东省精品采摘园、山东省省级标准化生产基地、山东

省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

然而，5年前，这里曾面临过一场危机。

2016年云朵庄园的葡萄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烂果现象，老经验和土办

法难以解决问题，这令孙云朵一筹莫展。

就在孙云朵不知所措的时候，在东昌府区扶贫办及张炉集镇政府的

引荐下，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副处长杨英阁、葡萄研究院副院长王咏梅带领

科技特派员、葡萄栽培专家来到了云朵庄园，很快，他们解决了葡萄烂果

严重的问题。该研究院的科技特派员、专家和云朵庄园还一起把先进的

葡萄管理技术带给种植葡萄的贫困户，对贫困户进行指导、培训，让他们

少走弯路，减少损失，提高葡萄品质，获得更大的收益。

王咏梅介绍，通过技术的集成示范，这里的葡萄优质果率提高到了

15%以上，特别是烂果率明显降低，病虫害率也降低了 16%，农药用量降

低 28%，综合单位面积效益提高 21%左右。

“云朵庄园的葡萄在葡萄研究院的指导下，产量提高，病虫害减少，葡

萄品质提升，种植成本减少。现在我们的种植品种增加了高端品种阳光

玫瑰，葡萄主要销售到北上广等城市的大型商超，帮扶了更多的贫困群

众。下一步，我们将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孙云朵说。

截至 2020 年底，云朵庄园为全镇 47 个行政村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带

动 650名脱贫群众增收。

科特派出手

小小葡萄成致富果

◎邸 金 杜 英

随着脱贫攻坚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

和促农致富成为广大科技特派员又一历史使

命。在银川，早已有人勇立潮头，在农村电商领

域积极试水。

2019 年初，金凤区良田镇植物园村党支部

书记、科技特派员李君，联合和顺新村致富带头

人张亚东等人整合镇上所有的农业合作社，打造

出良田镇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良田

镇电商中心）。

“酒香也怕巷子深啊。”李君感慨道。他们将

8 个村各具特色的农产品资源形成联盟，并注册

“良田沙地”农产品品牌，在手机终端进行合力销

售，以此扩大品牌影响力和认可度。

他们还自主开发优质果蔬电商消费扶贫平

台软件及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对大数据平台

抓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获取消费者的

消费习惯、农产品销售情况等数据，为农户的产

品销售保驾护航。

项目实施以来，良田镇电商中心与 10 个大

型社区签订了共建协议，同时积极对接餐馆及机

关、银行、企业的食堂，采取“线上下单、线下配

送”模式，实现了从优质农产品到城市餐桌的服

务目标。

截至目前，良田镇电商中心共开展社区线下

推广活动 1.2 万场次，预期带动就业 60 人，帮助

农户增收 70万元；同时积极进行线上推广，预计

关注电商平台的人数将达到 2万人；还开发会员

客户 1000 人，设立村社共建线下长期服务点 40

处，电商销售优势凸显。

“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要对新业态、新

模式进行有效探索，互联网销售只是其中一

种。”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

杨勇军说。他表示，下一步，宁夏将大力推广

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智慧农业，提高农业生

产、管理、销售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促进农村农

业现代化发展。

“电商平台+社区”集群模式

300元，已有 700多位农民从中获得经济效益。

孙磊也借机为家乡代言。“宁夏四季分明，该

下雪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只是，你们出门一定

要注意安全，身后的冬季保温草帘已经准备好

了，需要的朋友请下单……”看到这条视频，记者

突然想起一句话：每种热爱，皆为风光。

凭借一根线凭借一根线，，农产品变现钱农产品变现钱

宁夏科特派带老乡搭上宁夏科特派带老乡搭上““数字快车数字快车””

“牡丹根皮入药做丹皮，紫斑牡丹还是很好

的木本油料作物，牡丹花蕊、花瓣、叶芽都可以做

茶。”春节刚过，甘肃临夏盛宏牡业综合开发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宏牡业）何生宏已经

在自己的牡丹基地里忙活了。作为当地的“牡丹

大王”，盛宏牡业培育的紫斑牡丹苗早已“远嫁”

河北、福建、山东等地，而催生这个产业的，正是

甘肃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以下简称花卉所）副

研究员、科技特派员韩富军。

2015年 6月，在临夏州办企业的何生宏来到

花卉所求教油用牡丹选种问题，作为科技特派员

和“三区”科技人才的韩富军刚好结束甘肃永靖

县的帮扶工作回到兰州。“油用牡丹的种质提升

是世界性的挑战，有研发的巨大潜力”，作为花卉

专业人员，韩富军与何生宏都有这样的认识，两

人一拍即合。

千百年来，国色天香的牡丹止于观赏，用来

榨油闻所未闻。“实际上，牡丹籽油中的α-亚麻

酸含量平均 49%，堪称脑黄金之最。”韩富军说。

但作为第一批培育油用牡丹的科技工作者，韩富

军深知，没有一双“妙手”，想让牡丹花流出“液体

黄金”是不可能的。

紫斑牡丹属国家三级保护植物，是中国特有

的濒危物种。“紫斑牡丹的优质种源和优质基因

面临遗失的困境，油用牡丹开发是抢救资源的良

好机遇。”谈起专业，韩富军滔滔不绝。

油用紫斑牡丹的生长，不是想象中的“撒下

一把籽，育出一批苗，栽下一大片”，而是长一尺、

退八寸，3 年花蕾期不结籽是无法分辨油用品种

的。选种、育苗、嫁接各个环节都要精耕细作。

以往的育苗，都是沙子与种子混在一起，利用沙

子的保温保湿功能帮助脆弱的种子越冬，来年出

芽后，又要将沙子刨除，给种子生长空间，“不小

心就把幼苗碰断了”。韩富军想了一个好办法，

将尼龙袋铺在种子上面，上面铺上沙子，当幼苗

长出来的时候，将尼龙袋取出，既不会影响幼苗

生长，又简便易操作。如今，这一“网袋层积育苗

法”在临夏遍地应用。

解决了种子的问题，下一个“拦路虎”就是

培育。“紫斑牡丹具备抗寒的优势，但是花蕾期

长、出苗率低、回报期长，让很多企业望而却

步，也让甘肃的油用牡丹产业慢人一步。”韩富

军一头扎进苗圃，不断选育优良品种，功夫不

负有心人，经他培育出的油用牡丹新品种，性

状稳定，经过农业部油料食品检验机构检测，

籽油出油率 23.8%，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93.2%，

其中被誉为血液营养素、植物脑黄金的亚麻酸

含量高达 51.4%，多项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内同

类产品指标。

近年来，借着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东风，盛宏

牡业与中科院兰州分院、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

所、厦门厦临公司合作，进一步研发紫斑牡丹精

深加工系列产品，延伸紫斑牡丹产业链，并共同

研发了油牡丹春季催花技术，将牡丹的花期从原

本的四五月提前到了春节期间，带动了当地旅游

观光产业的发展，多姿多彩的紫斑牡丹沿临夏市

滨河路依次盛开，长达 30 公里的牡丹长廊花香

四溢。临夏市枹罕镇的王坪村，集中栽植 170多

亩牡丹，被誉为“河州牡丹第一村”。“栽培牡丹种

苗，每个周期 5 年，亩均收入超过 10 万元。”富起

来的农户算起了经济账。

如今，盛宏牡业栽培紫斑牡丹、中原牡丹、进

口牡丹等 300多个品种 86万多株，成为临夏州牡

丹规模最大、品种最多，集教学、生产、科研、观

赏、旅游为一体的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和

全国巾帼扶贫基地。

作为致富领路人的韩富军也结束了在临夏

的科技特派员工作，赶赴天水市进行花椒养殖技

术培训了。今年春节，何生宏掏出电话给韩富军

拜年，希望他常回临夏赏花做客。“赢得一丝牵

挂，收获一份信任，知足了！”韩富军说。

他让牡丹流出“液体黄金”

3月 6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获悉，日前，在湖北省省

级科技特派员法人单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组织下，由周莉

研究员、王忠卫研究员和韩冬研究员三位省级科技特派员组成的“鱼类育

种和营养团队”，赴湖北襄阳宜城开展异育银鲫“中科 5号”新品种赠予和

技术指导服务。

鲫鱼是我国重要的大宗淡水养殖鱼类之一。因其适应性强、肉质细

嫩鲜美等特点，深受养殖户和消费者的欢迎。

2018年 6月 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桂

建芳团队培育的高产异育银鲫新品种“中科 5 号”，通过了农业农村部

2018年全国水产新品种审定，并获得了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和中国

水产学会颁发的新品种证书。

2014 年至 2017 年，“中科 5 号”已在湖北黄石、江苏南京等地开展生

产性对比实验和中间试验，养殖结果表明，这一品种无论在生长优势、抗

病性能，还是增产效果方面都很明显。

“异育银鲫‘中科 5 号’鱼苗是中科院水生所培育出来的异育银鲫新

品种，具备体色银黑、鳞片紧密、不容脱鳞、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发病率

低、成活率高等优点。”周莉介绍，异育银鲫“中科 5 号”可以降低养殖成

本，提高养殖效益，已在国内部分区域推广养殖，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

“鱼类育种和营养团队”不仅首次将 3 万尾大规格鱼种引种到了宜

城，还将于 2021 年 6 月再次向宜城赠送异育银鲫“中科 5 号”夏花苗种 30

万尾。团队专家还就养殖过程中的饵料投喂、水质管理和病害防控等相

关技术，为养殖户进行了面对面传授。

周莉表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将发挥自身科研和专业优势，

以异育银鲫“中科 5号”为主，与派驻单位开展密切合作和科技服务，助力

襄阳乡村振兴和水产绿色发展。

“我们将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把科技特派员传授的

技术和‘中科 5 号’鱼苗分享给周边农民，带动农民一起致富。”肖家冲养

殖公司负责人严民说。

宜城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世杰表示，将大力支持科技特派员工作，

为宜城渔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在政策上提供优先保障。

赠鱼又授“渔”

助湖北宜城发展特色养殖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经韩富军培育出
的油用牡丹新品种，
籽油出油率 23.8%，不
饱 和 脂 肪 酸 含 量
93.2%，其中亚麻酸含
量高达 51.4%，多项指
标达到或超过国内同
类产品指标。

受访者供图

云朵庄园的葡萄在山东省葡萄研究院的指导下，产量提高，
病虫害减少，葡萄品质提升，种植成本减少，葡萄种植帮扶了更多
的贫困群众。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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