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老师，现在竹荪畦面要覆盖地膜吗？”

“早春气温低，覆盖地膜有利保温保湿、

菌丝走得快，但要经常检查表土干湿度，表土

干要掀开地膜，雨淋透了，再铺地膜。”

初春，正是“菌中皇后”竹荪的种植季

节。一大早，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大历镇乡

村振兴发展中心科技特派员高允旺便收到仁

寿镇桥下村菇农林礼星的电话咨询。

刚刚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的高允旺顾不上休息，又一头扎进竹荪

地里。他说：“大家早就在微信群里吆喝了，

我得赶紧到田间地头指导，让大家今年都有

个好收成。”

顺昌县是原中央老区县，早在 20 年前，

这里就有不少农户开始种植竹荪，但产量

低。20年来，高允旺不断钻研竹荪栽培技术，

成功破解了多项竹荪种植难题；他通过“慧农

信”“生态竹荪产销科普群”等，在“云端”第一

时间指导菇农种植技术，本人也被乡亲们尊

称为“竹荪大王”，获得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

称号。

深山里长出遍地“软黄金”

位于闽北山区顺昌县岚下乡的路下自然

村仍春寒料峭，但村里的竹荪种植地已是一

派繁忙景象。

“第一次种竹荪，心里没底气，在高老师

的鼓励和技术支持下，不用背井离乡也能脱

贫致富！”村里曾经的贫困户魏荣 2020 年种

植林下竹荪 12 亩，高允旺帮助其争取林下经

济政策补助 8100 元，用于购置培养料、菌种

等，实现年纯收入 2.2万元。

“发展竹荪产业，提高竹荪的产量和品

质，打响竹荪‘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

牌，是带领山区农民脱贫增收的一个好路

子。”高允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时间追溯到 2001 年，那时顺昌县大历镇

的竹荪产业刚起步，农户面临产量低下的困

境。农户缺技术，这深深刺痛高允旺的内

心。“我一定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难题”，他暗

下决心一头扎进了对竹荪种植高产问题的探

寻之中。

为了掌握竹荪栽培技术，高允旺与农户

建立利益共同体，创办南平首家竹荪技术研

究所。他选择“竹荪高产栽培技术”课题，一

边向市县专家学习、向菌农取经，一边自己做

试验，终于研发了一套利用竹屑替代木屑栽

培竹荪的“三增加、建堆发酵”新技术。

高允旺成功地破解竹荪种植产量低的难

题后，菇农们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前来取经

或来函索取技术资料。

顺昌林地多，树林里枝叶遮荫，不用搭

棚，既省工省本，又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此，高

允旺率先将目光投向在林下种植竹荪的新领

域。经过几年探索，林下培养竹荪成功，解决

了菌与其他农作物“争地”的矛盾，提高了林

地经济效益，他喜上眉梢。

脱贫致富“朋友圈”不断扩容

“感谢高老师告诉了市场收购价，让我的

竹荪卖了个好价钱。”

“今天竹荪还没有烤干，就被人订购了，

感谢高老师帮我们增产又增收。”

这是南平市浦城县永兴镇江水玉等菇农

在“慧农信”上给高允旺的留言。

“慧农信”是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云平

台的手机端服务系统。借助该系统，高允旺

架起了与广大农户的信息沟通“云桥梁”：在

其专家工作室，不仅远程指导菇农们如何掌

握好竹荪种植进度，还耐心解答菇农们关于

竹荪种植遇到的种种问题，帮助菇农们把脉

市场销售信息。目前，他已解答菇农有关竹

荪产业种植、防病 437 个问题，围绕农时农事

发出技术提醒 163项，推送参考照片 225幅。

同时，高允旺还有个竹荪种植技术微信

交流群，第一时间指导菌农掌握好竹荪种植

技术，耐心解答菌农们关于种植竹荪的疑点、

难点问题，目前群成员 433 人，其中不乏浙

江、江西等地菇农。

顺昌县岚下乡路下自然村张清娣种植林

下竹荪 14亩，年收入 6万元；大历镇前洋村何

孔宝种大田竹荪 6 亩，年收入 12.2 万元；濠村

乡的濠村菌农钟双星种竹荪 5.6亩，产量 1297

斤，年销售收入 15.1 万元……在高允旺的笔

记本里，清楚地记录着村民种植竹荪的情况，

同时也记录着自己的工作计划。

20 年来，高允旺研发的栽培新技术解决

了竹荪产量低的难题，已辐射带动江西、浙

江、湖南、四川等省种植面积超过 30 万亩，助

力 3 万多户农户脱贫致富，其中帮助老区苏

区农户实现增收 3 亿多元，带动 33 户贫困农

户 121 人 稳 定 脱 贫 ，实 现 年 人 均 增 收 2600

元。顺昌县也成为福建省最大的竹荪栽培基

地和示范县，被评为“中国竹荪之乡”。

如今，他的菇农“朋友圈”仍在不断扩容

中，“我准备到浦城的几个乡镇走走，那里的

种植户年前就已在群里约我了，不能失约。”

高允旺说。

“竹荪大王”高允旺：云推广竹荪栽培致富经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本报记者 王祝华
实 习 生 邵嘉雯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林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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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专题报道

高允旺高允旺（（左二左二））指导菇农竹荪播种头尾插花指导菇农竹荪播种头尾插花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3 月 16 日，在距离海南省三亚市近 40 公

里一个独具特色的村庄——育才镇那受村，

科技日报记者见到了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海南省科技特派员、该村党委书

记、驻村第一书记杨小锋。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获得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的杨小锋匆匆

赶回那受村。多年来，杨小锋尽己之能、倾己

之情，让科技照亮脱贫路，带领驻村工作队和

当地村民，让那受村开出了“致富花”。

为那受村“定制”发展蓝图

今年 43 岁的杨小锋，是陕西省蓝田县

人。硕士毕业后，他一路向南，扎根“南繁”，

一干就是十几年。2018 年初，杨小锋主动请

缨前往那受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那受村属于边远山区，是黎族、苗族集聚

地。这里气候条件优越，光照充足，但是由于

知识、视野、内生动力等方面的欠缺，在开展脱

贫攻坚之前，当地百姓基本都采取传统作业方

式种植水稻和冬季瓜菜，收入没有保障。

“农业科技来自田间，也必须回到田间。”

看到那受村的贫困现状，杨小锋认为，只有让

科技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才

能让那受村摘掉贫困乡村的帽子。

驻村期间，针对那受村存在的产业基础

薄弱、种养结构失衡、缺乏科学指导等问题，

从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和产业出发，他给那受

村“量身定制”了“短期见成效、中期有收获、

长期有保障”的 3年发展蓝图。

向农户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记者穿行于阳春三月的那受村，一路春

光灿烂，碧水清清，果蔬飘香。

“过去采摘豇豆拉到镇里去卖，我用个摩托

车就行，现在得用个卡车才能全部装完。”在曾

经的贫困户、现在的致富带头人苏祥海家的豇

豆大棚里，记者感受到了他的骄傲和对杨书记

的感激与钦佩。“杨书记传授给我们很多技术，

比如豇豆要早压苗、少浇水，植株不能太密。按

照科学的方法，我的豇豆和青瓜长得好，价格比

别人高出1块钱都不愁卖。”苏祥海说。

从苏祥海等农业科技脱贫示范户的培育

入手，通过“科研项目+农户”模式，杨小锋开

展先进适用技术示范，再带动整村推广应用。

在村集体经济项目大黄金百香果园，采

用垂蔓种植、侧蔓留果方式种植的百香果，一

个个沉甸甸，长相匀称，挂满藤蔓，只待其由

青渐黄，便能采摘售卖。果园内，还套种有牧

草，养殖着生态鹅。

杨小锋说，去年 8 月份种下去的百香果，

到现在已经收果 7 批次，光这个项目，就能给

村集体经济带来 30多万元的年收入。

在林下中药材种植示范扶贫产业基地，

橡胶树上和地下，鼓槌石斛、天门冬、阳春砂

仁等长势良好，到处弥漫着中草药的芳香。

杨小锋介绍，由于橡胶价格普遍走低，很

多村民放弃了割胶和管理，导致橡胶林荒

废。这个项目利用气候特点，为效益低迷的

3000 多亩橡胶林增加附加值提供了参考样

板，1亩林地年收益增加了近 5000元。

把成果留在农民家

在扶贫驻村之前，杨小锋一直坚守在科

研第一线。作为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的学科带头人，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多项国家

级、省级项目。比如，2013 年，杨小锋主持的

海南省重大科技项目“主要作物南繁育制种

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示范”，为海南国家南繁

育种核心区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杨小锋还

是海南蔬菜“产销研一体化”模式和“‘三减一

循环’减肥减药减地膜生态循环关键技术研

究”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他成功研发的 2 种

热带生物降解地膜，得到农民的大力称赞。

杨小锋的科研成果很多，而这些成果也

都在那受村找到了产业支撑，真正转化到了

脱贫一线。

杨小锋告诉记者，他最敬佩的人是校

友——国家青稞专项首席科学家、西藏农牧

科学院院长尼玛扎西。作为农业科技工作

者，就要像尼玛扎西那样“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成果留在农民家”。

把科研搬到扶贫一线，杨小锋和群众的

感情越来越深，反过来也让他更加了解农村

需要什么，农民需要什么，为今后的农业科技

创新找到了更多的选题和方向。

第一书记杨小锋：将科研成果搬到脱贫一线

杨小锋杨小锋（（右右））在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在指导农户科学种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祝华王祝华摄摄

阳春三月，在新疆皮山县方圆绿色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农业产业园里，270

余名农民工正在田间劳动，展现了一片繁

忙的春耕备耕景象。这 270 余名农民工都

来 自 附 近 乡 镇 ，其 中 有 220 名 是 建 档 立 卡

贫困户。

员工阿不都热合曼·阿不都卡德尔兴奋

地说：“多亏了他，我以前在家务农靠两亩地

维持生计，现在每月有 4000 元的收入，早就

脱贫了。”

阿不都热合曼口中的“他”，就是前不久

从北京领奖回来的公司总经理訾桂信。

履行初心使命
为新疆更美好奉献一切

今年 56 岁的訾桂信，十几年如一日，始

终把当地农牧民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守望

相助，把帮助农牧民兄弟脱贫作为工作的重

中之重。

面对荣誉，訾桂信谦虚地表示，作为一

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的见证者，他将一如既往地以更强

的责任感，继续履行初心使命，承担社会责

任，带领当地农民通过自身劳动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积极探索新时期巩固扶贫成果的新

模式、新路子，实现永久脱贫的模式，让农牧

民彻底摆脱贫困，为新疆的美好明天奉献自

己的一切。

说一千道一万
不如做出样子来让群众看

2004 年，訾桂信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

号召，只身踏上新疆这片热土，来到边远、贫

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皮山县。

作为政府聘请的农业技术总顾问和科技

特派员，帮助当地发展好设施农业，培养一批

本土技术人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成了他的

最大目标。

当訾桂信满怀信心深入各乡镇进行科技

培训时，当地农牧民对设施农业和外来新鲜

事物不理解以及语言交流困难等问题接踵而

来，让有着多年农村工作经验的他体会到：当

地落后的农业生产观念是制约经济发展、群

众致富的关键。

怎么才能让农牧民学会种植技术呢？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出样子来让群众

看。”他把皮山县科技示范园和特色作物种植

基地作为实训基地，引进了大量优良品种进

行对比试验，选择出适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

的优良品种进行推广，避免了农牧民盲目引

种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为了让农牧民学到新技术并掌握应用，

訾桂信把多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农牧民。16 年来，他依托实训基地共举办各

类科普讲座 238 场次，培训人员近 5 万人次，

培训农民技术员 1130余名。

他还组建了一支以少数民族技术骨干为

主的农业科技服务队，出资购买了一辆技术

服务车，专门用于下乡进行巡回技术指导和

科技宣传服务。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他主动和当

地 20 个特困户结为帮扶对子，吸纳其中的劳

动力到公司就业，同时引导这些特困群众学

习实用技术，使其实现永久性脱贫。

目 前 ，他 结 对 帮 扶 的 困 难 户 ，男 劳 力

平 均 月 收 入 4000 元 ，女 劳 力 平 均 月 收 入

2600 元 ，稳 定 摆 脱 了 贫 困 ，正 在 逐 步 走 向

富裕。

羊圈、大棚当“车间”
帮农牧民实现就近就业

訾桂信认为，要帮助贫困群众脱贫，发展

产业是最好的载体。

为满足群众就业需求和企业发展需要，

他先后建起了养鸡场、良种羊标准化养殖场、

种植基地、加工基地、物流中心，为当地农牧

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他依托公司的品牌和产业优势，统一流

转搬迁移民的土地、羊圈和大棚，通过“公

司+基地+农户”的扶贫模式，把基地变成工

厂吸引农牧民就业，羊圈和大棚等成了农牧

民的“车间”。

公 司 陆 续 托 管 了 全 县 18 个 村 贫 困 户

扶 贫 羊 1.1 万 只 ，每 年 按 照 不 低 于 10% 的

比例为贫困户分红，直接带动 1354 户 4374

人增收。

在訾桂信的示范带动下，全县种植日光

温室大棚 2000 多座，吸纳四五千劳动力就业

增收，棚年均效益超万元的达到了 80%以上，

设施农业收入成为全县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

源之一。同时，农忙季节基地还吸收周边大

量贫困户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訾桂信：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
◎通 讯 员 何治国

本报记者 朱 彤

春寒料峭中，位于江西省井冈山市拿山

镇的九丰农业博览园（以下简称农博园）内，

不少植物早已“花枝招展”。这里集合了 300

多种珍奇稀特的蔬菜品种，立柱栽培、A 字架

栽培、螺旋式栽培等各种现代化的立体模式

方式更让参观者眼花缭乱。

对革命老区人来说，这处农博园的意义

不一般。

一方面，它是农业最新品种和现代技术

的集合体，可年产高端蔬菜 1500 万公斤，年

培育蔬菜种苗 1000 万株以上，从而成为革命

老区的“新名片”，并直接解决 350 人的就业

问题，为 100余名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另

一方面，它对外输出种植技术和栽培模式，让

周边农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好”。为此，

这里每年免费培训种植户 2000 余名，示范带

动当地蔬菜种植 5万亩。

有人算了一笔账，按照该农博园传授的

“ 真 经 ”种 植 ，贫 困 户 年 人 均 纯 收 入 可 由

2600 元增长到 10205 元，从而带动当地农民

就业增收。

眼 前 ，这 处 现 代 化 农 博 园 的 崛 起 ，与

1500 公里之外的“中国蔬菜之乡”——山东

省寿光市有关。

2017 年 ，科 技 部 启 动 科 技 扶 贫“ 百 千

万”工程，寿光市主动请缨，积极承担与井

冈山结对帮扶任务；同年 8 月，井冈山市政

府 与 山 东 寿 光 九 丰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牵

手，在井冈山开建高科技农业博览园项目，

并于一年后投产。

3年以来，效果不错。

去年 11 月底，全国科技系统定点扶贫工

作座谈会观摩学习了该项目，寿光市为井冈

山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得到科技部的

认可和点赞。

山东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向科技日报记

者表示，该项目是东西协作推进科技扶贫的

一项重大成果，也是创新提升“寿光模式”的

生动实践，对推动井冈山地区农业转型升级、

引领全国农业扶贫协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在全国“科技扶贫帮扶结对”大

格局下，这只是寿光市科技局主动作为的一

个侧面。

除了井冈山，寿光市还组织推动农业龙

头企业和农业科技人员先后在重庆、贵州、江

西、新疆、西藏等省市自治区的贫困地区建设

扶贫蔬菜产业园区 200 余处，使 3000 多万户

贫困群众受益。

在精准扶贫的同时，如何防止返贫？让

贫苦户学会高科技，手握新技术很重要。

作为“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充分发挥农业技术人才多、培训经验丰富等优势，以龙头企

业为依托，以人才培训为载体，以交流合作为纽带，不断把寿光蔬菜生产的各项技术“打包”

输出到贫困地区。

一方面他们设立科技特派员，“手把手”教会群众致富新技术。寿光市科技局依托科技

型农业企业、科研院所、技术服务站等，组建了由 100 多名专家、技术员组成的科技特派员

队伍，实施“一村一人、一园一组”的模式，面对面、手把手地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为当地培养

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脱贫致富带头人和新型职业农民。

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开展农业人才培训，“全方位”拓宽农业发展新思路。依托山东（寿

光）农村干部学院、三元朱村等现代农业教学点，寿光市举办了全国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培训

班，为中西部地区培训农业、技术人才队伍，2019年以来对 5100人次进行了培训。

据统计，目前，寿光已累计向全国各地贫困地区输出技术人员 20 多万人次，常年

有 8000 多名技术人员在全国各地建设大型蔬菜基地或指导蔬菜生产，把寿光蔬菜生

产的新品种、新技术“打包”输出到贫困地区，全国新建蔬菜大棚中一半以上注入“寿

光元素”。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制度设计和科技力量扮演着重要

角色。

记者了解到，寿光市建立与贫困地区长效联系机制，持续加强与贫困地区的科技

创新要素对接，积极推动跨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增强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科技支

撑力，将立体栽培、农业物联网、生物防治、水肥一体化等 30 余项农业新技术、新成果、

新模式移植到贫困地区，与结对帮扶地区实现了种植技术同步应用、产业发展并驾齐

驱，在推进科技支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继续贡献科技力

量和寿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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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园区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