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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万元
李春宏计划今年在高沟镇

采取“酒业企业+科技服务（亚

夫工作站）+农业公司+种植户”

的运作模式，2021年示范种植

酒用高粱 1500 亩、水稻 2500

亩。每年每亩地能增加 800元

收入，村集体经济增加 10多万

元收入。

对于家住江苏涟水县高沟镇的郁建兵来说，

上一回种高粱，还是几十年前。

“我们这里只有少数农民零零散散种植一些

高粱，用来做饮料喂牲口，家门口的江苏今世缘

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世缘酒业）需要高粱

酿酒，但是我们不知道也没有门路送进去。”如

今，作为高沟镇四安庄村党总支书记的郁建兵，

要带着全村百姓种植高粱和高品质水稻，并供应

今世缘酒业。5月 10日，郁建兵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他们背后的技术指导专家和供销牵线人，是

来自南京的李春宏研究员。

4 月 16 日，江苏省农科院亚夫科技服务“涟

水高沟工作站”在涟水县高沟镇揭牌成立。这是

江苏省农科院建立的首个专职科技特派员亚夫

工作站，目前江苏省农科院已有 8名农业专家放

弃原有岗位，专职进驻基层为农民服务，让科技

助农由“以我为主”转变为“以农为主”。

打造带不走的专家队伍

作为亚夫专职科技特派员、涟水高沟工作站

站长的李春宏，此前的身份是江苏省农科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研究高粱等杂粮作物数十年，如今，他放

下打拼几十年的科研事业，也放弃南京良好的生

活环境，一头扎进这个苏北小镇，图个啥？

这还得从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

所原所长赵亚夫说起。作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一辈子只干一件事——让农

民富起来。

干了一辈子农技工作的赵亚夫，退休后也没

闲着，他在镇江最穷的村子戴庄村，一驻就是十

几年，组织农民成立有机农业合作社，做给农民

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找到

一条依靠农民自己、依靠农业本身走向共同富

裕、全面小康的路。

为更好地传承赵亚夫的为农情怀和奉献精

神，2020 年江苏省农科院启动了亚夫科技服务

体系建设，建设亚夫科技服务工作站、遴选亚夫

科技特派员、实施亚夫科技服务项目。

今年，江苏省农科院将在全省主要涉农县区

打造亚夫科技服务工作站 30个，打造一支 100人

左右扎根基层服务产业的科技特派员的队伍。

作为亚夫专职科技特派员，他们在农科院没

有办公室，工作地点就在基层的亚夫工作站。“我

们有基层工作时间的要求，每年至少 180天在基

层。”江苏省农科院副院长孙洪武介绍说，亚夫工

作站与以往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设置了专职科技

特派员，为农业发展打造带不走的专家队伍，而

江苏省财政也专门拿出 2000 万元，专项支持亚

夫专职科技特派员工作。

架起农民与产业的致富桥

高沟镇是著名的酒乡。但是，当地农民却是

守着财神过穷日子，当地主要以小麦和水稻种植

为主，效益非常低。

四安庄村位于高沟镇最南端，地理位置偏

僻，是典型经济薄弱村，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仅

18.9万元，刚过脱贫线。

去年下半年，李春宏来到高沟镇调研后有了

新发现：“高沟镇的今世缘酒业是江苏著名的酒

厂，每年却需要异地采购大量的高粱用于酿酒。”

李春宏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年的

酿酒原料包括高粱 4万吨、大米 2万吨、糯米 2万

吨、软质小麦 2 万吨、硬质小麦 0.3 万吨，这些如

果都在本地供应需要 30万亩种植面积。

围绕今世缘酒业的需求，李春宏计划今年在

高沟镇四安庄村、尹荡村、墩南村采取“酒业企

业+科技服务（亚夫工作站）+农业公司+种植户”

的运作模式，2021年示范种植酒用高粱 1500亩、

水稻 2500亩。

建立酿酒原料种植基地为村民增收致富指

明了方向。郁建兵告诉记者：“农户种植的高

粱和稻谷只要符合要求，都将由企业统一收

购，高粱的收购价为 4.5 元/公斤，稻谷的收购

价为 4.3 元/公斤，这可比以往单纯种植稻麦利

润高多了。”

5 月，四安庄村播种第一茬高粱。李春宏忙

着建立亚夫试验田，进行引种比较、播种期、密度

肥料等试验。“李老师还要带着我们去安徽和南

京学习高粱种植技术。”郁建兵兴奋地说。

据统计，四安庄村今年将带动 40 户农民和

十余个种植大户参与种植高粱和水稻，每年每亩

地能增加 800 元收入，同时，也能给村集体经济

增加 10多万元收入。

“另外，我们还将利用不同高粱品种颜色的

多样性，打造微景观、沿路（河）高粱景观带，推进

农旅产业融合发展，带动乡村旅游。”李春宏说，

亚夫工作站还计划在四安庄村，通过绿色种植的

方式，打造品牌，发展优质绿色食用稻米产业，优

质水稻品种已经帮村民选好，用的是由江苏农科

院粮作所自主选育的南粳 9308和南粳 9108。

对于李春宏来说，从南京来到高沟镇，从科

研专家变身专职科技特派员，自己仍然还是跟农

业科技打交道，但是数千户村民的日子却有可能

因为他的到来，过得比美酒还要香甜。

专职科特派进驻基层，村民日子比美酒还香甜
◎本报记者 张 晔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典型派

作为科技特派员，得为果农们实实在在干点事，不能愧

对这个名头。我就喜欢跟果树、果农打交道，一到地里，我的

精神头就来了。参与乡村振兴，帮助果农脱贫致富，这是我

们党员科技特派员应尽的义务、应担的责任。

贾兵
安徽农业大学科技特派员、园艺学院副教授

◎本报记者 吴长锋

“要喷洒石硫合剂，对地面进行全面消毒，还

得及时抹芽，不然枝梢过密会导致病虫害，影响

果子的质量……”5月 7日，安徽农业大学科技特

派员、园艺学院副教授贾兵躺在病床上，通过手

机视频在线指导果农进行田间管理。

每年果树发芽的生长期，贾兵都会忙碌在果

园一线，但去年的一场意外，让他只能躺在病床

上进行技术服务。

2020 年 12 月 28 日，贾兵在给基层农技人员

做果树栽培技术培训时，因为讲得投入，一不

小心从讲台上摔了下来，右手手臂被划了一道

20 厘米长的口子，右脚根骨粉碎性骨折。在病

床上一躺就是几个月，可憋坏了喜欢在农村跑

的贾兵。

不能到田间跑，但科技特派员的工作不能落

下，贾兵的手机成了“热线”，企业、农户一会儿一

个电话来请教问题，贾兵打开视频耐心指导。

了解贾兵的人都知道，他喜欢“琢磨”，安徽

省庐江县还有一段他“瞎琢磨”的佳话。

2017 年，贾兵到当地去搞技术推广，看到田

里建了很多光伏板，因为板下光照不足，没法种

庄稼，田地都撂了荒。能不能把这些田地利用起

来？贾兵动起了脑筋。“桃子梨子喜光，没有光照

无法生长，但猕猴桃耐阴凉，应该行。”

贾兵的想法被当地村民顶了回去。“你这老

师瞎搞，我们种了一辈子地也没见过这样干的。”

贾兵理解村民，“一般的农作物都喜欢阳光，

光伏板下阴凉没有阳光，超出了村民的种植经

验，村民肯定不理解。”

看似农业生产条件不好，但换个角度却能趋

利避害。“现成的光伏发电板省去了架材成本，避

免雨水风雪影响，病虫害也少。”贾兵好说歹说，终

于有几个农户半信半疑开始试种。到了第一年该

剪枝的时候，农户又不干了：“树长得好好的，把枝

剪掉不就死了么。”贾兵又是一番苦口婆心，他信

心满满，农户却心里打鼓。没想到第二年一看，经

过修剪的树枝长得又粗又壮，“根系壮大了，树干

笔直往上长，肯定有个好收成。”贾兵说。

在贾兵手把手指导下，光伏板下猕猴桃长势

良好。去年 9月开始挂果，平均一亩地产量达到

750多公斤，纯收益 5000元以上。贾兵测算了一

下，再过一两年到了丰产期，每亩地产量可以达

到 1000多公斤，纯收益能够达到 1万多元。

以前的荒地现在成了良田，看到致富的前

景，果农们都服了。贾兵的创新技术也填补了国

内猕猴桃种植农光互补项目的空白，有效解决了

土地利用问题。

猕猴桃树喜阴喜湿，以前，皖北地区因为灌

溉条件有限，土壤成碱性，不适合栽种猕猴桃。

贾兵经过调研后，建议当地发展猕猴桃产业，老

百姓都觉得这个大学老师是在“痴人说梦”。贾

兵自有他的道理：“现在通过灌溉条件的改善，广

泛实现了滴灌，再通过有机肥改良碱性土壤，就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短板”，皖北地

区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就变成了最大的优

势。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通过科技的力

量，让皖北猕猴桃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

皖北猕猴桃产业从无到有

作为科技特派员，长期在农村指导，贾兵深

知农民的不易，也深深体会到从事农业创业的不

易。“农业生产不能做错任何一个环节，品种不能

选错，栽培管理也要跟得上，盼着风调雨顺，还要

盯着市场，特别是果树，头三年没产量，更要尽量

规避风险。”他说。

2018 年，安徽新桥都市农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想打造现代都市农业，建设了新桥都市农业

观光园（以下简称观光园）。公司负责人找了一

些地方很有经验的“老把式”搞管理，各种各样的

果树种了不少，到头来却果实口感不好，产量也

不高。

一次偶然的机会，观光园负责人邀请贾兵来

“把把脉”，贾兵在观光园转了一圈，找出了问题：

果树种类太多太杂，品种不合适，枝上挂果太多，

养分跟不上……观光园负责人一开始还半信半

让种果树的“老把式”服气

自担任农业科技特派员以来，贾兵平均每年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跑，遇到果树生长管理

的关键期，几乎从早到晚奔波在讲台与农田之

间，有时候要忙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再接着干。

贾兵不在乎这种忙碌，他说：“作为科技特派

员，得为果农们实实在在干点事，不能愧对这个

名头。我就喜欢跟果树、果农打交道，一到地里，

我的精神头就来了。”

去年 8 月，安徽境内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

水，洪水刚一退去，贾兵就开始忙起来。从六安

市金安区到金寨县，从庐江县到肥西县，贾兵马

不停蹄：“洪水给经济作物生产带来了自然灾害，

再遇后期高温，如果不进行技术干预，部分果农

将遭受更大损失。”

猕猴桃是金寨县的特色水果产业，贾兵发

现，由于前期部分猕猴桃园受雨水浸泡，很多果

农忙着在猕猴桃树地里除草，又遇近期高温，由

于部分果农不敢灌水，土温上升过快，猕猴桃死

树现象严重。灾后恢复生产，老百姓都很积极，

但绝对不能盲目，否则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贾兵给果农们开出了“药方”，猕猴桃园立

即停止除草，已除草的园子要随草覆盖树盘，

高温天气，夜间要进行地下滴灌，白天打开微

喷进行田间降温，合理减少负载等。在他的指

导下，当地很多果农把住了灾后恢复生产的关

键期，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栽培管理措施，挽救

了不少猕猴桃树。

多年跟农民打交道，把百姓的烦心事当作自

己的事，贾兵交了很多农民朋友。贾兵说：“我是

一名教师，更是一名党员，参与乡村振兴，帮助果

农脱贫致富，这是我们党员科技特派员应尽的义

务、应担的责任。”

农民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用科技补短板用科技补短板
他让猕猴桃成皖北他让猕猴桃成皖北““致富果致富果””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杨远远

不论是万头规模羊场，还是农家小院的羊舍棚圈，很多地方都留下了

科技特派员“羊老太”——养羊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周占琴的脚

印。周占琴一直认为，自己如果能向前多走几步，养殖场和养殖户就能少

走一些弯路，多挣钱。

“我不会拒绝，也没有理由拒绝那些需要肉羊养殖技术的人。因为国

家培养了我，我有责任和义务服务人民。”5月 10日，周占琴对科技日报记

者说。

求助电话打来她就坐不住了

周占琴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退休人员，作为科技特派员，她吃苦耐

劳，实践经验丰富，虽然已经退休 3年，但仍然退而不休，一直奋战在生产

一线，履行着科技特派员的职责。

身为女性，周占琴却自嘲为“黑包公”。虽然她并不想在太阳下被

晒得皮肤黝黑，但是，她更不想看到肉羊养殖场和养殖户蒙受任何损

失。有时候，一个求助电话打来，她就坐不住了，经常是顶着烈日就赶

往养殖场。

退休后，周占琴虽然经历了两次膝关节置换手术，但她常带着轮椅出

差，在陕西榆林市、延安市和铜川市的各县区指导肉羊生产。她每年在生

产第一线工作的时间都在 200天以上，从春到冬，常常不知道哪一天是休

息日。

一次，周占琴在安塞县听说建华镇王龙塔村的残疾人王治元养了几

十只羊，由于缺乏技术，出现很多问题。她二话没说，拄着拐杖就进了

山。经过她的多次指导，王治元的羊越养越多，越养越好，成了村里的致

富能手。

在 2020 年 6 月安塞区的肉羊养殖培训现场会上，王治元介绍了自

己的养羊经验。当他讲到自己养羊年收入达到 10 万元时，现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此时，王治元拉起了周占琴的手，由衷地说：“谢谢周

教授。”

“羊老太”是农民对她的亲切称呼

随着规模舍饲肉羊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养殖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甘肃、内蒙古、宁夏、天津、安徽很多牧业公司和养殖场，都经常向周

占琴咨询技术，或请她到现场指导。周占琴总是有求必应，不仅会耐心地

回复每一个咨询电话和每一条短信、微信，还会挤出时间进行现场指导，

有时候更是自己贴补路费前去指导。今年春节期间，正月十五还没过，周

占琴就拄着拐杖去陕北了。在那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直到问题彻底解

决了，她才返回家中。

周占琴认为，科技特派员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为了满足肉

羊产业发展的需要，周占琴进行技术指导并没有吃老本，而是不断地学习

和创新，甚至还亲自做试验。

周占琴总结和建立了肉羊“461”高效生产模式，将羔羊出栏年龄提

前到 4—5 月龄，大大缩短了肉羊饲养周期，提高了羊肉品质，降低了养

殖成本；建立的羔羊同步育肥模式，不仅可使羔羊可以健康、快速生长，

而且使羊肉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她总结和奉行的“先洗脑，后行动；讲

实用，重互动；用真心，动真情”培训方法，总能让养殖人员高兴而来，满

意而去。农民的朋友“羊老太”，是众多周占琴帮扶、指导的养殖户对她

亲切的称呼。

西北养殖一线

有位退而不休的“羊老太”

曾是山东省重点贫困村的冠县万善乡东元坊村，860余亩樱桃种植
园引进了示范新品种、新技术，科技特派员通过积极开展创业带动、科
技指导、技术咨询等服务，打通了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如今，东元坊村樱桃产业年产值近 400万元，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助力乡村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

图为 5月初，在东元坊村的樱桃园里，山东省科技特派员、万善乡挂
职科技副乡长张明正在为樱桃种植户现场讲授种植技术。

杜文勇 记者 马爱平摄

小小樱桃果 串起致富路

贾兵贾兵（（左左））在讲解猕猴桃田间管理技术在讲解猕猴桃田间管理技术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疑，几个技术员也不以为然。后来进行对比试

验，按照贾兵指导进行修剪的果树一片浓绿，旁

边的果树则一片枯黄。这下负责人和技术员都

服了，“你讲得太到位了，如果能早认识你，就能

减少很多损失”。

在贾兵看来，科技特派员传播科技，关键是

要让老百姓听得懂学得会，高深的理论要变成通

俗的语言。这么多年来，贾兵一直在打磨自己的

“金刚钻”。

刚毕业的时候，贾兵到农村去讲课，有时候

农民提出来问题，他回答不上来。贾兵下定决心

要把实践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从此，他在基

层扎下了根。

贾兵记得，七八年前有一次到一个果树企业

去，企业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贾老师我说了你

别不高兴，什么教授不教授，我如果遇到问题，你

们就能解决？”贾兵哭笑不得，到果园里看了看，

把问题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把技术要领指导了一

番，负责人听了，赶忙道歉：“您讲到点子上了，种

果树的‘老把式’也不得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