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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近年来，泉州坚持选认不限

地域、不限来源、不限服务领

域，按照供需精准对接的原则，

积极拓展科技特派员服务的深

度和广度，将科特派服务领域

由原先的“三农”范畴，拓宽到

电子信息、机械制造、计算机网

络、电商等二、三产业。

扶贫先锋

3 月 18 日，走进福建泉州华数机器人有限

公司，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泉州华中科技大学

智能制造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平江正忙着指

导企业员工调试机器设备。记者看到，与原来

车间工人忙碌的场景不同，一台台自动化智能

设备，摒弃了分拣排列或装箱等工作对人工的

依赖。

针对企业自动化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王平江带领团队从机器人的本体生产、机器人

的控制器到机器人应用的整条产业链提供技

术帮助，携手企业开发了基于 3D 视觉的机器

人抓取控制系统，并实现其在自动化生产线中

的应用。

在 很 多 人 印 象 里 ，科 技 特 派 员 主 要 服 务

“三农”。近年来，泉州坚持选认不限地域、不

限来源、不限服务领域，按照供需精准对接的

原则，积极拓展科技特派员服务的深度和广

度，将科特派服务领域由原先的“三农”范畴，

拓宽到电子信息、机械制造、计算机网络、电商

等二、三产业。

“作为国内制造业重要城市，泉州正处于产

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用科技手段推动一二

三产业加速融合，这是带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3 月

19 日，泉州市科技局局长杨昌文对科技日报记

者表示。

在泉州市德化县科技楼的共享直播室，每逢

周末或者特殊节假日，都有电商科技特派员来到

这里，为凝聚着农民智慧结晶的产品“代言”，将

德化优质的农产品通过电商直播渠道销往全国

各地。

“最高的一场，吸引了十来万的观众，销售额

达到数十万元。”作为科技特派员共享直播室的

常客，福建省火炬创业导师、2016 年福建省电子

商务领军人才、德化县首批电商科技特派员刘洪

波，已经带火多种德化农产品。

农产品销售关乎着农民们的钱袋子。

近年来，德化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促进

农产品销售，并被国务院办公厅确定为农村电

商发展、消费扶贫带贫益贫和产销对接成效突

出的典型县。

2019 年 以 来 ，该 县 抓 住 直 播 带 货 的 新 机

遇，将电商工作融入科技特派员工作中，不但

打造了共享直播室，同时准备了先进的直播设

备以及道具，科技特派员的服务从一二产业的

生产和加工服务向三产的商贸服务推进，实现

精准服务产销对接。

除了通过直播间“云宣传”，这些电商科特

派还走进田间地头，通过镜头为观众展示德化

优质的生态环境，介绍农产品科学的种养方

法，充分发挥视频直播的优势。“通过视频直

播，打破了原有农产品销售的渠道。直播完成

后，经常都有本地或外地的客商来订购农产

品。”刘洪波如是说。

德化电商科技特派员的服务，不仅面向销售

环节，更向产前、产中及产后各环节延伸。“借助

互联网平台的推广和销售，德化淮山知名度越来

越高，产业效益日益明显。在电商科技特派员、

德化职业技术学校教师陈忠性指导下，我们开发

了淮山面、淮山粉等衍生产品，进一步带动农民

增产增收。”泉州市芹峰淮山食品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杰树说。

“农业生 产 方 式 已 由 单 一 的 传 统 生 产 ，

逐 渐 向 产 业 化 、规 范 化 、品 牌 化 发 展 ，电 商

科 技 特 派 员 的 融 入 ，帮 助 提 升 德 化 农产品品

牌认知度，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为优质农产

品远销插上翅膀。”德化县科技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

科技特派员共享直播室已开展直播活动

42 期，吸引 53 家企业入驻直播，直播观看人数

超过 200 万人次，累计完成直播销售订单 50 万，

销售额 1300 万元。

电商科特派“带火”区域品牌

在泉州梅洋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梅洋塑胶），“食安级餐具智能制造生产线”投入

使用以来，实现了车间自动化设备升级，企业成功

开发研制出新型“食安环保餐盒”，该餐盒有效解

决外卖配送途中食物受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并

入选2019泉州为民办实事项目政府采购清单。

在这个过程中，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泉州华

中科技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苏德瑜研究员无疑

是重要的推动者之一。自从 2015年被派到企业

后，苏德瑜就与生产一线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

来，苏德瑜与技术人员共同研发数控智能化机械

手，对车间自动化设备进行替换升级。通过智能

改造，企业需要的员工数由 500名缩减到 200名，

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产值达 2亿元。

这正是泉州市鲤城区近年来探索科技特派员

“进企业、促创新”工作的典型案例。为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今年，泉州市鲤城区推出“项目+人

才+平台”融合服务新模式，启动企业家“创新驿站”

伙伴计划，并与科技特派员制度相结合。不久前，鲤

城首个“创新驿站”首席伙伴工作室在梅洋塑胶成立。

“科技特派员与公司共同研发智能制造项目，

推进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关，帮助我们的产品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梅洋塑胶董事长蔡沧洋说。

如今，鲤城区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省内外

机构选任科技特派员27名，已覆盖辖区8个街道，

科技特派员覆盖率达100%。他们扎根企业，协助

企业解决研发创新、工艺改进、工业生产及科技成

果转化落地中的技术问题，加快企业创新发展。

携手攻关核心技术引领智能制造

在电脑上打开人工智能科普教育服务平台，

鼠标轻轻一点，不仅可以在线学习人工智能科普

实验课程，还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实践互动。

2017 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提出，逐步开展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

小学、高职高专和大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课程。

然而，现有学校普遍缺少人工智能科普教育实践

实训平台，中小学老师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针对行业存在的窘境，2019 年，福建省科技

特派员、厦门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杨双远与泉州

市敏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展开“头脑风暴”。杨

双远团队对企业智慧教育以及智慧城市管理等

方面的产品进行规划设计，并将机器学习算法和

物联网相关技术应用到相关产品中。

目前，人工智能科普教育服务平台已在泉州

市泉港区坝头中学、永春县桃溪实验小学开展科

普教育培训 263 人次。“人工智能是新基建和智

能制造的核心内容。平台落地应用，不仅为非人

工智能专业的应用人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

也为泉州市、福建省乃至全国的人工智能科普教

育工作做出了有益探索。”泉州市丰泽区工业信

息化和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说。

以“三农”为主线，结合本土产业特点和实

际，泉州还致力发挥辖区高校院所优势，推动泉

州市科技特派员、泉州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薛清福与泉州市拓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研

发“基于 5G 物联网的农作物生长环境精准化数

据采集系统”。“有了 5G技术的加持，可以实现远

程种植管理的无缝连接。”薛清福介绍，种植者利

用传感器收集数据，并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判

断出最适宜植物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用量等

条件，科学指导农业生产经营，提高农作物产量

和质量。

杨昌文表示，下一步，将结合泉州市区域特

点、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强化科技创新资源要素

供给，推动政策、资金、人才、管理等诸多要素向企

业、农村和产业聚集，推动更多高校、科研院所与

企业、农户开展精准对接，实现传统产业与科技高

位嫁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促进企业增

效、农民增收、产业发展。

搭建人工智能平台赋能各大行业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王燕双 王建平 苏俊基

◎李 迪 陈 科

◎邸 金 杜 英

清晨，一声声清亮悠长的鸡鸣声叫醒了山

村。四川省畜科院驻湾地沟村的科技特派员夏

波搬出准备好的玉米粒，散养的土鸡奔涌而来，

一场食物争夺大战在这里上演，场面异常壮观。

在 5年前，这样的场面你可能无缘见到。作

为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高山峻岭中一个仅有

300 多人的藏区贫困小山村，湾地沟村曾经只靠

松茸谋生。

为什么一个有着名贵山珍松茸的村庄却依

然贫困？实际上，湾地沟村在温暖湿润的谷地气

候作用下，虽孕育出了品质优异的食用菌——松

茸，但靠山吃山的命运终究会变成困境。自

2017 年被四川省科技厅选派为“三区”科特派

后，夏波先后多次深入雅江县呷拉乡湾地沟村，

为的是让当地村民陆续摆脱贫困。

养鸡专家为农户“啄开”
致富门

说起贫困，湾地沟村村主任李许青道出了几

句顺口溜：“人均六分地，一年产一季，要是问收

成，全凭碰运气；收入很单一，捡松茸是主力，除

去开销后，没啥积累的。”话语背后，是一组让人

心酸的数据：2015 年底，湾地沟村全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 4300 元，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2300元。

随着科技特派员夏波的到来这组数据终被

打破。2016 年 1 月，夏波在考察产业时发现，雅

江县市场上所销售的肉鸡多是外地肉鸡。而湾

地沟村虽地处高原，但海拔相对较低，未经污染

的山林正是全县为数不多适合喂养土鸡的地方。

“鸡场依山而建，因主要采取散养方式，鸡场

设施简单，厂房面积不大，再加上这里植被丰富、

空气清新，选择在这里养鸡再合适不过。”自打夏

波心里萌生这样的想法后，他便多次深入湾地沟

村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到贫困户家中进行走访，

最终科学制定了湾地沟村脱贫攻坚总体思路、帮

助该村制定产业扶贫规划和贫困户帮扶方案。

为了带动全村真正发展养鸡产业，夏波说服

四川省内科技型养殖企业到当地发展生态土鸡养

殖，并通过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新型农业

产业化经营模式，引进四川省畜科院育成的国审新

品种“大恒699肉鸡配套系”鸡苗及藏香鸡品种，利

用本地玉米、豆粕和麦麸加工成有机饲料，采用绿

色生态林下养殖的方式，发展生态土鸡养殖产业。

附近村民遇到家禽养殖问题也常来咨询，夏

波总是耐心传授养殖经验，人们便称他养鸡专

家。“有什么不清楚的，夏波老师都悉心为我们指

导。多亏了他，我们的养殖场才能发展起来。”村

里的贫困户说起夏波，纷纷点赞。

如今，养殖合作社已建成可年出栏 1万只以

上的生态土鸡和藏香鸡示范养殖场 1个，同时配

套建成屠宰冷链配送中心和食品深加工车间各

1 个，做到完整产业链全面保障肉食品质量安

全。自 2017 年以来，湾地沟村年均饲养大恒优

质肉鸡 5000 余只，销售收入 35 万元，经济效益

12万元，贫困户人均年增收近 1500元。

开设松茸土鸡网红馆延
伸产业链

作为湾地沟村农户心中的养鸡能手，夏波结

合当地实际，发展优质肉鸡林下养殖、无公害蔬

菜种植和水果种植；通过手把手、面对面的技术

指导和运用推广，加快湾地沟村脱贫步伐。

有了技术、有了销路，土鸡养殖场发展起来

了，村民每人每年能从养鸡场利润中得到 1000

多元的分红。但是，对于脱贫奔小康，1000 元的

分红显然是不够的，销售初级产品的利润远没有

高附加值产品大。

于是，夏波和湾地沟村第一村支部书记刘明

继续开动脑筋，雅江县的新鲜松茸加上湾地沟村

的生态土鸡，那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

为了让“金鸡”生出更多的钱，湾地沟村延伸了产

业链，成功开设了雅江县松茸土鸡体验馆。

“土鸡馆主打特色美食松茸炖土鸡，原材料

长期使用湾地沟村养殖的跑山鸡，既解决了鸡的

销量，又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增加养鸡收入。土

鸡馆的服务人员优先招聘村上的贫困户，解决就

业，增加工资性收入。”夏波说。

经过不断改进菜品和服务的质量，目前雅江

县松茸土鸡体验馆的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尤其

是 2019 年旅游季节期间，体验馆接待了大量进

藏游客。他们对松茸鸡汤赞不绝口，体验馆的名

气也在多平台上“口口相传”，已成为雅江县的一

张小名片，是名副其实的网红店。

值得高兴的是，2017 年底，该村已通过省级

脱贫验收；2019年全村人均收入已超过 5200元；

2019 年该村被评为省级“四好”村，村合作社被

评为甘孜州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社。

用足生态优势，科技专家把藏区土鸡变“金鸡”

“特”有招

35万元
自2017年以来，湾地沟

村年均饲养大恒优质肉鸡

5000 余只，销售收入 35 万

元，经济效益 12万元，贫困

户人均年增收近1500元。

“‘牛博士’不姓牛，他姓马，但很多人叫他‘牛博士’。”3 月 21 日，甘

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次哇村的村民这样介绍他们熟悉的天津市

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马毅。

2020年，天津市科技局与甘肃省科技厅联合认定了首批津甘双地科

技特派员，马毅借此契机来到甘肃。近年来，马毅多次赴甘肃甘南、平凉、

庆阳等地指导畜牧产业，过硬的专业素养为甘肃牛产业发展注入科技“活

水”，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牛博士”。

让牧民掌握繁育新技术

俯首甘为孺子牛。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马毅对牛“情有独钟”。来

甘肃的第一站，他选择了达拉乡次哇村，这个国务院挂牌督战的贫困村，

自然条件差，贫困程度深，牦牛产业是当地群众生活的重要支撑。

“当地养殖的主要是牦牛和黄牛的杂交品种犏雌牛。”马毅介绍说，这

种牦牛个头小，出肉率和产奶量都不高，当地还处在粗放养殖的阶段，缺

乏繁育技术支撑。

当地人爱喝酥油茶，吃糌粑，这些食物的原材料都离不开牛奶，奶量

的提升是当务之急。为了让养殖户学会辨别母牛的发情期，按期完成配

种，马毅选择常驻牧民家，但好几天才配一头牛。“牧区的养殖户非常分

散，这种工作方式效率很低。”马毅说。他和团队另辟蹊径，将农户们集中

起来，在牛舍里为养殖户演示配种工作，将养殖和繁育知识印成图文并茂

的手册发放给大家。几场培训下来，周边的农牧民纷纷闻讯而来。“‘牛博

士’给我们亲自演示，大家一下子就能掌握方法。”次哇村村委会主任仁再

刀吉每次都听得非常认真，他打算掌握了技术后，回去再指导村里的其他

农户。

平凉产出了高端牛肉

红牛，是甘肃省平凉市的“城市名片”，平凉红牛肉质细嫩味美，大理

石花纹明显，氨基酸含量高，营养丰富。“肥瘦相间，脂肪沉积丰富、气味纯

正。”马毅通过调研，认为平凉红牛具有开发成高端牛肉的基础。

如何让红牛“飞升”为每千克售价数百元的高端牛肉呢？“牛博士”带

来了基因组选择技术。通过血液检测，他将高端肉质的基因进行分子选

育和遗传评估，筛选形成优秀种公牛和种母牛群体，建立平凉红牛自主培

育体系，提升制种、供种能力，支撑高档肉牛产业。

如今，当地红牛养殖规模已达 50 万头以上，当地政府力促平凉红牛

向高端市场发起冲击。“通过应用全基因组选择等先进技术，建立平凉红

牛自主培育体系后，可以辐射带动贫困养殖户 1000 余户，加快受援地脱

贫进程，实现产业升级。未来，平凉红牛会更‘牛’。”马毅对平凉的牛产业

信心满满。

为企业开出养殖良方

“听说‘牛博士’来了，我第一时间就请他来指导。”庆阳市一家养殖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养殖了 3000 多头荷斯坦奶牛，本以为会发展得

如火如荼，然而，每头奶牛的年产奶量只有 7至 8吨，相比普通奶牛年产 9

吨奶，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2020 年，公司通过甘肃省科技厅积极对接天津市科技局，请“牛博

士”来搭脉问诊。马毅调研发现，公司奶牛养殖方式很原始粗放。牛是反

刍动物，进食后需要到牛床上休息然后才能消化。“这家公司的牛床垫料

不足，奶牛宁愿站着也不去休息反刍，反刍跟不上导致了产奶量低。”马毅

一语中的。

马毅建议养殖公司采用精细养殖技术、信息化管理方式和高效快繁

技术，注重奶牛“福利”，全面掌握奶牛每天进食的数据、产奶量，提升营养

吸收水平，提高奶牛单产量和经济效益。

有了“良方”，奶牛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目前，公司奶牛单产水平已

从不足 8吨提高到 9吨以上。经济效益逐步提升，公司也对未来发展做了

细致的规划。“5 年内，计划将养殖规模从 3000 多头扩至 1 万头。”这位负

责人说。

2020 年，马毅被评为“2020 年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2021 年，他

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乡村振兴前线，日月兼程，风雨无阻。

甘南乡村振兴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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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毅（中）带来了基因组选择技术，让甘肃省平凉市的
红牛成为每千克售价数百元的高端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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