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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田苗华 本报记者 杨 仑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典型派

科技特派员就是要把更多的科学技术推向田间地头，让

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想到自己的工作跟黑

土地保护、粮食安全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息息相关，心

里很骄傲，也倍感责任重大，一定要做得越来越好。

杨宏伟
吉林省科技特派员、长春理工大学教师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陈 俊

初夏时节的闽北山区，万物并秀。福建省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

示范基地内，一株株茶树嫩芽迎风摇曳，散发出阵阵清香。最近几天，

趁着天气晴好，武夷山茶农杨文春正忙着在茶园里与工人们一起采摘

茶叶。

“科技特派员帮了大忙，与周边茶园相比，生态茶园产出的茶叶色泽

更绿、香味更足、口感更鲜爽，备受消费者青睐。”2018 年，在福建农林大

学教授廖红团队的指导下，杨文春尝试在自家茶园里套种大豆、油菜，“试

种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不仅茶叶的产量、品质有所提升，价格也比之前高

出近 30%。”

“茶叶的品质、产量与土壤密切相关，但随着茶树种植时间越来越

长，茶园土壤健康问题日益突显。”经过长期调研，廖红团队发现，常

年种植茶树对土壤养分消耗过度，容易造成茶园土壤退化。与此同

时，不合理施肥造成的环境污染及茶叶品质下降等问题在茶区逐渐

严重起来。

为此，廖红团队提出了以茶豆、茶菜套种提高茶叶产量和减少病虫害

为特色的生态茶园建设方案：即在每年的 5 月底，在每行茶树间套种大

豆；等到 9月，再把大豆压青还田；到了 10月，在每行茶树间种植油菜，第

二年的 3月底再把油菜埋入土里，转化成绿肥供给茶树。

好生态带来了好收益。“在茶园套种大豆、油菜，不仅能抑制杂草、减

少病虫害，还能改良土壤、提高茶叶品质，一举多得。”2019 年，尝到甜头

的杨文春还联合周边的 50多户茶农成立专业合作社，推广生态茶园的种

植模式。“据测算，茶农年户均增收超过 6万元。”

在廖红团队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茶农从观望到尝试。廖红说，2016

年至今，该团队已在武夷山、安溪等地建立多个生态茶园示范点，示范面

积累计超过 3万亩，辐射面积超过 30万亩。

在闽北，像廖红这样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的科技特派员还有很

多。南平市自 1999 年起将科技人才下派到农业生产一线，为农民提供

最急需的科技服务，至今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 1.39 万人次，实现了 1634

个行政村科技服务全覆盖。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如今，科技特派员队伍正

在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南平市科技局统计数据显示，科技特派员

制度实施以来，南平市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从 1999 年的 33%提高到现

在的 60%以上。

南平市市长袁超洪说，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而产业的发展离

不开科技和人才。下一步，南平将坚持和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聚焦

乡村振兴，在拓展服务领域等方面求创新求突破。

他推广的生态种植法

让武夷茶农户均增收6万元

◎新华社记者 张华迎

初夏的江南，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成片的麦

田已进入成熟期，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5月 16日，科技日报记者在江苏省常州市金

坛区云阳农机合作社，见到有着“农机医生”之称

的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技能青年农机专家、

科技特派员陈云，正在维修保养着农户的“宝贝

疙瘩”。

“到 5 月底，这台老伙计又该忙碌了。”陈云

一边乐呵呵地说着，一边仔细检查着旋耕机上的

刀片。在他身旁，还有播种机、收割机等各式各

样的农用机械器具。

“农机医生”年维修量超千台

陈云的父亲是金坛区第一批拖拉机手，从小

耳濡目染让陈云对机器维修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初中毕业后，陈云就在家乡从事家电、电机

维修和摩托车维修工作。

2002 年，陈云看到农业机械应用越来越广

泛，但却缺乏农机的专业维修人员。于是，他开

始自学修理农机。然而，面对自动化程度越来越

高、技术更新越来越快的农机，陈云明显感到了

自己专业知识的匮乏。

2012年，陈云参加了金坛区农业农村局和常

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农机二代人”学历提

升班和技能培训。“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先进

教学设备，让我大开眼界。特别是一些被拆解开

的设备，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机器的运转。”陈云说。

通过专业系统技能的学习，陈云很快成为现

代农机使用与维修的“土专家”和“江苏省农机维修

能人”，在金坛农机维修比赛中，陈云还获得了第一

名。更让他骄傲的是，他成为了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产教融合合作基地特聘的科技特派员。

如今，在金坛区，从人畜“小劳作”到实现机

械化“大生产”，一套套农机具早已成了村民农业

生产的“主力军”和助力乡村振兴的“好帮手”。

而陈云一年维修的各类农用机械超过千台，农户

则把这位科技特派员称为“农机医生”。

目前，陈云负责的云阳农机合作社，辐射范

围已延伸至江苏省的句容、镇江、溧阳等地，最远

到了安徽滁州，已经形成了对大中拖拉机、插秧

机、收割机等农机具的维修保养、配件供应等一

条龙服务，平均每年维修保养各类农业机械的数

量在 4000 台左右。陈云说，把科技特派员的工

作延伸到更广的范围，自己更有成就感了。

在田间地头培养“土专家”

“服务乡村振兴，需要像陈云这样肯学肯吃

苦的‘土专家’。”与陈云结对多年的常州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培训教师李洪昌博士说，农业的

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

向，更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重要

手段。

“我们的课堂不局限在教室，更多的是在田

间地头，让学生通过看、问、学等过程，更新知识

储备，技术能力。学校通过培养‘土专家’，打造

一支带不走的科技特派员队伍，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李洪昌博士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的老师一直用心思考，

精心设置课程，充分利用在线学习平台，组织科

技特派员等农业专家，对身在农村一线的学员进

行线上教学，满足农村学员的实际学习需求，并

通过积分制的形式督促学员利用课余琐碎时间，

不断丰富知识。

“我们开展教育培训，是希望提高农民的综

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提升他们规模化和集约化生

产经营的职业技能和服务水平，让农民也具备科

技特派员的技能，成为乡村振兴急需的科技人

才、产业发展的带头人。”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姚宏说。

陈云告诉记者，目前，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农

村劳动力匮乏是一个突出问题。因此，进行先进

农业技术装备的推广应用和加速农业机械人才

培养已成当务之急。而在工作实践中，他深深体

会到科技特派员大有用武之地。“在常州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专家老师的指导下，通过产教融合，

已经吸引了更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农机维

修的队伍，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为农业生产服

务，为乡村振兴出力。”陈云说。

把课堂设在田间地头，打造带不走的科特派队伍

春耕时节的东北黑土地上，万物复苏，一望

无际的沃野田畴里，2 万多台智能免耕农机在轰

鸣欢歌；而在长春理工大学实验室的智慧云屏

上，农机总量、各地区农机数量、工作农机数、待

机农机数、异常农机数等一目了然。5 月 17 日，

记者了解到，今年，黑土地上使用这种机械进行

免耕播种的面积突破了 600万亩。

2020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

调，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

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呵护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是关键。而免耕

播种机，又是保护性耕作中的关键环节。吉林省

科技特派员、长春理工大学教师杨宏伟及其团

队，12 年如一日投身于智能化免耕农机的研发、

推广，把自己的知识与智慧贡献给了东北黑土地

的保护利用。

保护，是为了让“一把能攥出油来”的黑土地

更长久地惠及后人；利用，则是要把饭碗牢牢地

端在自己的手里。二者之间没有取舍，只能兼顾

平衡。在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中，推广免耕播种成

为必然之举。

免耕播种要求不翻动表土，并在地面留下足

以保护土壤的作物残茬。实施开沟、精准落籽、

精量施肥、埋沟的智慧农机，是实现免耕播种必

不可少的装备。

坐标，吉林省四平市。一台台播种机在田间

呼啸往来，拖拉机时快时慢、停停走走，扒开土，

种子的间距却分毫不差。“距离设定多少就是多

少，有问题的时候机器会报警，闭眼睛开都没

事！”伊通镇兴隆村村民孙洪亮说。

在四平市玻璃城子镇海丰刘村，村民丁品祥

告诉记者，春节前，他就已经根据预先设计好的

数据，盘算出了种子、化肥的投入成本，预估今年

的收成。“种子用量跟我估计的几乎一模一样。

按去年的价格，今年能挣 4万多块钱吧。”

在四平市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张学武在自

家的院子里掏出手机，5 公里之外的玉米播种情

况尽收眼底。“照这个速度，最多再有两天，就都

种完了。还能再给别人干点。”张学武说。

孙洪亮、丁品祥、张学武互不相识，但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生产的康达智慧农

机的用户。科技特派员团队研制的这种免耕农

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接受。

春耕开始以来，在长春理工大学农业物联网

科技协同创新中心，杨宏伟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

屏幕前，时刻关注免耕播种设备的总体运行状

态，并及时协调解决设备故障。

“虽然发生故障的概率很低，但农时不可误，

还是得以防万一。”对于设备售后服务，作为科

技特派员的杨宏伟颇有心得，每年春耕季，他都

不止一次在凌晨三四点接到农户的求助电话。

“设备几乎没出过问题，大多都是操作失误造成

的，连接视频指导一下，差不多都能解决。再不

行，就立马过去一趟。”杨宏伟说。

“这玩意儿（智能设备）皮实（耐用），用七八

年了都没坏过。”“这属于高科技，科技特派员、长

春理工大学老师做的，质量确实好。”在康达公司

设备调试处，农户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

“科技特派员就是要把更多的科学技术推向

田间地头，让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农业生产力。”

杨宏伟说，“想到自己的工作跟黑土地保护、粮食安

全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息息相关，心里很骄

傲，也倍感责任重大，一定要做得越来越好。”

金杯银杯，不如农民的口碑

使用免耕播种设备确实可以保护土地，但如

果做不到精准播种、精准施肥，产量就没办法保

证，老百姓就不会买账。作为免耕作业的倡导者

和推广人，康达公司总经理杨铁成直言：“康达公

司和长春理工大学联手开创了播种机械智能化

的先河。没有长春理工大学研发的智能系统，没

有科技特派员的努力，免耕不会普及得这么好。”

2010 年 2 月，首款设备正式配装，智能播种

机 3 年内销量翻了两番。2017 年、2020 年，第二

代、第三代设备相继投产，总销量突破 2 万台，

在免耕农机市场的占有率突破 70%。丁品祥

说：“不用总翻地、保墒，地也有劲儿。种子、化

肥 一 点 不 糟 践（浪 费），产 量 上 来 ，钱 也 多 挣

了。”随着康达公司和长春理工大学的合作进

入“蜜月期”，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成了实实在在

的受益人。

如今，第四代产品的各项指标检测工作已经

结束，即将开始生产，第五代产品的研发也正在

进行中。

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一方面源于用户需求，

另一方面是科研人员对农业领域科研的敏感。

“脑子里总琢磨，做出来就不难了。”杨宏伟笑着

说，身为科技特派员，自己对农业、对土地从来没

有像现在这样熟悉、亲切。

但智能系统研发远没有他说的那样轻松。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是理论和实践的角力纠

缠。这一过程中，大家伙儿都吃了不少苦头。

样机初成，在实验室好用，到了地里就不行；

干燥的时候没问题，一下雨就“罢工”……类似的

“翻车”现象，一度把杨宏伟折磨到抓狂，整宿整

宿失眠。另一位参与科研攻关的韩永林为确保

封装质量，一口气买回来几十种胶水，连续超负

荷做了一周实验，直到心脏病犯了，才被迫休息

了两天……

产品要过硬，背后下苦功
“连价格都没问，就开始给我们做产品了。

这是诚意，也是自信。”杨铁成坦言，长春理工大

学跟康达公司合作不是为了钱，正是长春理工大

学的诚意打动了自己。

事实的确如此。对于长春理工大学而言，搞

智慧农机并不划算：一台设备不过两三百元的利

润，再刨去后续的跟踪服务投入，远不及其他项

目来得实在。但是，他们不但搞了，而且一搞就

是十多年。

杨宏伟说，自己喜欢跟农民打交道，看到他

们增产增收的喜悦，心里特别满足。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那种踏实的感觉是什么都换不来

的。“乡村振兴、保护黑土地，都离不开科技的

助力，作为科技特派员，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韩永林说，自己多付出一点辛苦，产品的质

量就多一份保障。农民赚钱不容易，每一台设备

都承载着一个致富梦，他们富起来，国家才能强

起来。

自 2009 年至今，长春理工大学与康达公司

建立了成果转化合作，研制开发了三代免耕播种

及施肥监测相关产品，已完全实现对进口产品的

替代。其间，生产研发销售智能监测相关设备累

计 20000余套（合同金额 1500余万元），服务免耕

播种面积累计达 3000余万亩。

长春理工大学校长杨华民告诉记者，吉林省

是农业大省，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黑土地保护具有很高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是利国利民、造福后代的大事，长春理工

大学愿意为国家和人民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未

来，学校将继续发挥学校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在

服务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上着重发力，尤其要在

智能汽车、智慧农业等领域下好先手棋，全力以

赴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科技和人才

支撑。“我们会轰轰烈烈地干，说到做到！”杨华

民说。

论文写在大地上，心里踏实

为了呵护黑土地为了呵护黑土地
他们钻研免耕农机十二载他们钻研免耕农机十二载

新华社讯 （记者杜刚）新疆乌鲁木齐市以西约 20 公里外的三坪农

场，一排排大棚内的草莓散发浓郁甜香气息，挑选草莓的批发商和采摘的

游客络绎不绝。

拥有 24 座大棚的莓农姜仁杰说，6 年前他开始在三坪农场种草莓，

因不了解当地温湿度、土壤环境等屡屡碰壁。幸运的是，他遇到了科特

派。

科特派是 1999 年发端于福建南平、而后推广至全国的科技特派员

制度。这项助力农业农村的创新工作机制，于 2002 年左右在新疆应

用。郑剑超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农业技术推广站 15 名科特派

之一。

近年来，当地 15 名科特派主攻蔬菜、果树和草莓种植研究：蔬菜方

面，他们主要做减施化肥农药提质增效相关试验示范；果树方面，开展省

力化、免埋和直立栽培技术试验示范；草莓主要是种苗繁育推广和高效栽

培等。

在科特派帮助下，包括姜仁杰在内的莓农种植了适宜当地环境的红

颜、蒙特瑞两种草莓，价格坚挺且市场走俏。

番茄种植户王国英由于多年连续种植番茄、导致番茄产量降低品质

变差。这种连作危害是当地农业大棚面临的普遍问题。

郑剑超说，为抑制连作危害，科特派们通过测土壤养分和土壤微生物

制定施肥方案，同时增施有机肥和配置微生物肥，降低次生代谢物积累，

改善土壤质量，提高肥料利用率。

当地春天气温及降水变化大，导致农作物出苗率偏低。科特派们帮

助农户使用水肥一体化设备、智能节水型灌溉系统等电气化设备。姜仁

杰算了算，通过电气化设备精确控制草莓生长温度，可降低种植成本

40%，并提高草莓质量和数量。

一系列措施让农户尝到甜头。相较 6 年前，姜仁杰的草莓、王国

英的番茄平均亩产值增加了 10%，姜仁杰的大棚草莓还升级为当地小

有名气的草莓主题公园，“单日最高接待过上千游客，年均收入达 30

万元。”

天山脚下，在科技加持下，越来越多农户收入渐增，走出了一条种植

与旅游相结合的致富新路。

科特派精准施策

新疆草莓走俏市场

我们的课堂不局限在教室，

更多的是在田间地头，让学生通

过看、问、学等过程，更新知识储

备，技术能力。学校通过培养

“土专家”，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科

技特派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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