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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恒飞 丁露汀
本报记者 江 耘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浙江省农科院园艺所

研究员吴江以浙江省科技

特派员的身份被派驻到金

华市浦江县，推广葡萄新品

种和提质增效新技术，助力

小葡萄成长为促进浦江农

民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十

亿级“农业第一产业”和拉动

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位老客户前几天一下子订走 30箱，过几

天又要了几箱。我连忙讲，真没多的了，还得留

几串，请吴老师观察品相嘞。”8 月 27 日，位于浙

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的荣芳幸福果园内，园主张炜

雄笑着对浙江省农科院园艺所研究员吴江说。

穿着高筒雨靴，顶着种植大棚内的高温，弓

腰在葡萄架下穿行，观察试种新品的藤叶状态和

成品色泽香气……一系列操作下来，吴江很快满

脸大汗。对她来讲，夏天来浦江“蒸桑拿”，已是

多年的传统。

2009 年，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杭州综合

试验站建立，浦江县被选为示范县之一。作为站

长的吴江便与浦江结缘，连续十余年为当地葡萄

产业开展技术服务。去年开始，吴江又以浙江省

科技特派员的身份被派驻到浦江县，推广葡萄新

品种和提质增效新技术，助力小葡萄成长为促进

浦江农民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十亿级“农业第

一产业”和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上世纪 80 年代，凭借独特的盆地气候和沙

质土壤，浦江县开始规模化种植“巨峰”葡萄。历

经 30 余年的发展，当地葡萄产值已占农业总产

值 50%以上，其中“巨峰”葡萄目前的栽种比例占

90%以上。

但集中在 7—8 月成熟上市的“巨峰”，容易

受全国葡萄大量上市与高温天气等因素的影

响，效益不佳。因此，浦江县葡萄品种结构急

需优化。吴江说，这也是科技特派员义不容辞

的责任。

为此，吴江团队选取综合性状表现优异的特

早熟品种“天工墨玉”、中熟品种“天工丽人”和晚

熟品种“阳光玫瑰”等，着手推广示范。吴江介

绍，“天工墨玉”和“天工丽人”是团队历经十多年

自主选育而成的品种，而“天工墨玉”采收期较

“巨峰”提早 1 个多月，具有香气浓郁、自然坐果

好、管理省力等优点。

为加快新品种和栽培技术在浦江县的推广

进程，吴江团队在当地建立了 5个品种结构优化

和标准化生产的示范基地。“作为新品种示范基

地之一，公司今年试种‘天工墨玉’5亩，6月下旬

就基本成熟，产量4000公斤。晚熟的‘阳光玫瑰’

有 165亩，预计产量 15万公斤。”浙江圣炫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旭升说，吴老师每次来一

趟，都要在各个基地赶来赶去，手把手教葡农栽

培技术。

去年 10 月，吴江及其团队成员与浦江科技

局、农业农村局葡萄办在浦江县黄宅镇前陈村联

合举办“特早熟葡萄品种‘天工墨玉’现场培训与

座谈会”，吸引全县各地已种和计划改种的 70余

名葡农慕名而来。

“多次培训会让农户们对新品种有了全面

了解，加之示范基地去年可观的新品种售价、

政府部门一定程度的补贴等，新品种推广得以

有 序 开 展 。”浦 江 县 科 技 局 副 局 长 张 瑞 春 介

绍，目前 3 个新品种已经种植 2000 余亩，示范

基地以点带面，为全县葡萄品种结构调整打下

了坚实基础。

引进优质品种，延长葡萄供应期

同为新品种示范基地之一的荣芳幸福果园

外，一张荣誉证书被张炜雄展示在介绍牌上——

此前并无种植经验的他，种出的“天工丽人”被评

为“2020年浦江县十佳葡萄”。

下沉产销一线，和农民打成一片

“目前，浦江县有葡萄专业合作社 150家，种

植户一万多家。”吴江告诉记者，就葡萄集中销售

和品质控制而言，这一群体显得庞杂，需要更加

集中，才有助于提升葡农的经济效益。而帮助葡

农致富，也是科技特派员的重要职责。

早在数年前，吴江团队便协助浦江金氏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组建浙江浦江红鑫葡萄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吸纳 23 个合作社，基地面积 5800 亩。

团队以浙江省农科院为技术依托，通过产前、产

中、产后技术服务，示范推广体系新品种和集成

技术，协助联合社严控葡萄产量和品质。

结合当地葡萄销售经纪人团队的资源对接，

该联合社已与上海、长沙的多家超市签订合作协

议，进一步拓宽葡萄销售渠道，2020 年，共帮助

联合社成员销售葡萄 3000多吨。

2018年 8月，浦江县人保财险在全省首创葡

萄价格指数综合保险，并在浦江县政府的支持

下，联合开展了该险种的试点推广工作，以期避

免低价无序竞争，保证果农丰年不贱卖。

“浦江作为全省首个开展葡萄价格指数保险

的试点县，对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重要的示

范作用，但我们注意到，其实施过程中还缺少一

套用于评价的标准。”吴江说。

2020 年，吴江团队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浦江支公司以及浦

江县农业农村局建立了葡萄品控技术标准，开启

葡萄价格指数保险模式创新，实现农业保险从保

成本向保品质、保收入的转变，进一步化解市场

波动对种植户造成的经济损失。

“不单单是种植培育，科技特派员也得了解

产品市场行情，并进行相应的预判，劳心又劳

力。”浦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忠泉表示，吴

江研究员经常引导种植大户，避免他们盲目跟

风、扩种，并就选育品种和种植规模给出分析

建议。

“去年，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浦江工作站成

立，为葡萄产业的高品质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吴江表示，接下来，团队将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持

续跟踪新品种引进后的效益，以创新手段增强浦

江葡萄产业的发展后劲。

探索普惠模式，护航高品质发展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高 凌 王燕双 曾清华

科特派吴江科特派吴江：：
助小葡萄助小葡萄““长长””成十亿级大产业成十亿级大产业

8 月初刚移栽的 30 亩大葱，叶子发蔫，生长

缓慢，这让广西宾阳县黎塘镇局塘村大葱种植大

户韦志标很是着急。

闻讯赶来的宾阳县黎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

心农艺师、科技特派员葛松荣经过实地观察，开

出了“补救药方”。

在采取微喷灌技术浇水之后，不久大葱苗逐

渐好转，生长旺盛。“幸好有葛老师及时指导，为

我解决了关键问题。”韦志标高兴地说。

自 2016 年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葛松荣就

深入黎塘镇的吴江村、补塘村、欧阳村开展调查

研究、技术培训、产业示范等科技服务，建立和发

展特色产业，带领群众依靠科技致富。

“今年我被聘任为服务乡村振兴的乡村科技

特派员，服务于全镇的蔬菜、果树产业。”从助力

脱贫攻坚到服务乡村振兴，如今葛松荣的干劲更

足了。

找准需求，实地指导

“种植什么作物效益高？”“有什么新技术？”

“有什么政策性补贴？”……这是下乡的时候，农

户经常会向葛松荣咨询的问题。

“要经常与农户交流，要做给农户看。”葛松

荣说。

潘山村村民韦子柳家前些年生活困难，几

年前，他在自己的承包地种植芥菜出售，由于

没有经验，产量低，质量一般，销售价格也低。

在葛松荣手把手指导下，韦子柳后来种植高产

高效的蔬菜品种，采取一年三造轮作种植模

式，第一造种植甜瓜，第二造种植大肉芥菜，第

三造种植胡萝卜。

“种植规模从几亩发展到近 40亩，现在家庭

年收入就达 10 多万元，我很感谢葛老师的指

导。”韦子柳说。

为了经常与农户进行交流，推动政策措施、

致富信息、科学技术更快更好地传播，葛松荣还

专门成立了微信交流群。

“葛老师，当前火龙果管理重点是什么？”“目

前的重点是加紧修剪，施足水肥，促进下一批花

芽分化萌发，枝条微喷灌水，防高温日灼。”8 月

12 日，对于火龙果基地负责人黎芳红提出的技

术需求，葛松荣在群里很快给予了指导。

“蔬菜、柑橘产业基地的负责人和种植户在

群里咨询遇到的技术问题，我都会及时回答他

们，并尽快到实地去指导。”葛松荣说。

实施推广，提高技术水平

担任科技特派员这些年来，葛松荣有了深刻

的认识：只有通过大力推动“特派员+农业经营

主体+示范基地+农户”技术推广模式，建设科技

示范基地，开展科技培训和服务，才能服务好乡

村振兴。

“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农业公司、农民专业

合作社或种植大户。通过这种模式，促进科技推

广，培养致富带头人和提高农民种养技术水平，

增加经营主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葛松荣说。

一个科技项目就为吴江村带来了 2532 万元

的总产值。这成为葛松荣的成功之作。

他主持实施的吴江村科技扶贫蔬菜种植基

地建设科技项目，示范“西瓜或甜瓜—芥菜或小

葱—胡萝卜”种植模式，带动 141户农户，年人均

增收 903.8 元，辐射带动吴江村种植 3500 亩，辐

射周边村镇种植 16500亩。

此外，葛松荣还指导创建了宾阳县黎塘镇沃

柑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园，引进、示范和推广沃柑

栽培管理集成技术。示范区域果园平均单产达

到每亩 3100 公斤以上，培训农民 150 人次以上，

带动农户 80户，年人均增收 1100元以上。

以点带面，让更多农户富裕

对于如何服务乡村振兴，让更多农户富裕富

足，葛松荣认准了方向：抓好以点带面，同时重视

“面”上工作。

“这里的‘点’是指示范片、基地，经济组

织、农业企业、合作社或协会，种养大户或特色

专业户等生产经营主体，‘面’就是广大农户。”

葛松荣说。

他认为，科技特派员要通过合作社或示范基

地这些实体，形成紧密结合的纽带，才能够把握

好科技服务的方向，更好地开展科技培训和指

导，树立科技服务典范，更有效地带动当地农户

发展生产，更快地扩大带动面，更好地带动农村

经济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我们在种植无核沃柑过程中遇到了病虫害

防控和保花保果壮果等问题，在葛老师的指导

下，目前病虫害很少，果大小均匀、光亮，估计增

产 10%—15%。”宾阳县农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基地负责人李体旺说。

今年以来，葛松荣深入自己服务的 8 个蔬

菜、柑橘示范基地，了解当前产业发展状况，深入

基地实地调查、观察，抓好种植和管理各个环节，

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

“ 希 望 我 所 指 导 的 产 业 发 展 得 更 快 更

好，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更高，示范基地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科 技 服 务 典 范 基 地 。 我 将 继

续发挥自己的潜能，把每一个产业示范基地

建 设 好 ，培 养 出 更 多 致 富 带 头 人 和 新 型 农

民。”葛松荣说。

“转战”乡村振兴，他认准“以点带面”服务模式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陈秀清

只有通过大力推动“特

派员+农业经营主体+示范

基地+农户”技术推广模式，

建设科技示范基地，开展科

技培训和服务，才能服务好

乡村振兴。

葛松荣
广西宾阳县黎塘镇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农艺师、科技特派员

“原先我只想种点自家尝尝，经吴老师推荐，

2019 年开始试种‘天工丽人’系列等品种。”张炜

雄说，如何培土、搭葡萄架，包括花果管理、病虫

害防治、肥水管理等农艺技术，都是在吴老师指

导下完成。

“零基础也能种出好葡萄，张师傅现身说法，

帮很多个体葡农提振了信心。”吴江告诉记者，平

时现场指导培训就集中在 5个示范基地，便于不

同区域的种植户就近参观学习。据统计，2020

年吴江团队以实地指导、课堂培训与远程网络指

导相结合，集中开展培训 22次，指导葡农超 1000

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葡农还通过建立“浦江

‘天工丽人’系列葡萄种植学习群”，实时向科技

特派员咨询问题。浦江县科技局、农业农村局主

管干部也在群内，关注葡农动态，形成良性互动。

“一顶草帽和一双雨靴，吴江常穿这身行头

到田间，真正和葡农打成一片。”浦江县科技局局

长钟金伟告诉记者，“农民发自内心地欢迎下沉

一线的技术人员。”

在吴江看来，调整品种结构的同时，需要保

证农户原有利润不受影响。为此，团队在浦江遴

选出了葡萄销售情况较好的 10 名种植户，组成

葡萄销售经纪人团队，寻找大型水果超市的采购

商等方式，帮助其他种植户进行销售。

2019 年，浦江葡萄的种植面积达到 6.7 万

亩，产量达到 12.5万吨，产值 11.1亿元，给每户种

植户带来了 9.25 万元的收入。据浦江县农业农

村局统计，吴江团队在浦江推广的葡萄新品种和

提质增效新技术，在 2020 年新增产值 3100 余万

元，新增利润 2700万元。

“除了技术帮扶和产业谋划，吴研究员还在

多个场合推广浦江葡萄，是绝佳的品牌代言

人。”浦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傅积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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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选认工业领域科特派 6408 人，实施科技开发项目 1312 个，项

目总投资 54.66 亿元，累计推广“五新”技术 3975 项（套），专利申请 2060

项等。8 月 25 日，福建省 2021 年科特派助力产业转型（泉州）现场观摩

暨经验交流研讨活动在晋江举行。记者获悉，2017 年以来，福建创新科

特派工作机制，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瓶颈发力，支撑引领产业

创新转型取得明显成效。

“科技特派员制度和‘晋江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

总结提炼和倡导推动的重要创新理念和重大实践，是重要改革探索和

实践成果。”福建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游建胜表示，近年来，福建

省不断创新发展科技特派员制度，延伸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深刻内涵，在

引导科技特派员积极服务乡村振兴的同时，紧紧围绕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目标要求，聚焦全省传统产业转型需求，坚持科技特派员服

务产业转型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进一步扩大工业领域科技特派员

选认比例，将科技特派员服务领域从一产拓展到二产、三产；加强与省

外大院大所合作，鼓励引导高校、科研院所牵头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科技特派员团队，围绕各地传统优势产业转型需要，开展全产业链创业

和技术服务，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为全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

游建胜认为，要研究推动下一阶段全省科技特派员助力产业转型

工作，让科技特派员制度和“晋江经验”进一步得到大力传承弘扬、相得

益彰、创新发展。

2017 年以来，福建全省选认工业领域的个人科技特派员 6408 人，团

队科技特派员 219 个、1001 人，法人科技特派员 30 个。福建省科技厅农

村科技处负责人陈国华表示，这些工业领域的科技特派员扎根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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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关，帮助企业的产品更好地满足

市场需求，加快企业创新发展，涌现出了如中科院福建物构所研究员吴

立新牵头组建的新材料领域省级科特派团队等一批“进企业、促创新”

典型案例。

如何答好传统产业的发展优势与科技特派员工作特色有效结合

这道题？

泉州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华培表示，泉州将以此次观

摩 研 讨 活 动 为 契 机 ，加 强 对 科 技 特 派 员 工 作 的 统 筹 协 调 和 政 策 配

套，完善选派体制机制，聚焦精准选派科技人才、精准帮扶创新创业

和精准赋能产业升级；进一步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推进服务

领域跨界协同，加快服务领域向生产、生活、生态全面拓展，推动科

技特派员制度在全市多领域、全区域落地生根；实现“接二连三”，把

创新的动能扩散到田间地头和车间企业，打造具有泉州特色的科特

派运行模式。

“晋江市坚持把传承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与贯彻落实科技特派员

制度有机融合，引导广大科技特派员聚焦晋江产业转型需求，构建推动

高质量发展超越新引擎。”晋江市委常委、副市长赖有为说，要把推进科

技特派员工作，融入建设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县（市）和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中，在构建全方位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科技特派员的更大作用，产

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中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福建创新科特派机制

1312个项目助传统产业升级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迎霞）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团委联合自治

区科学技术厅、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等 10 家单位，共同制定《推动

返乡入乡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产业发展带头人和返乡创业青年等青年人才全面

投身乡村振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

供政策支撑。8 月 30 日，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曾

明表示，结合《方案》的落实，宁夏将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希望

青年科技特派员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现代化步伐贡献

青春力量。

《方案》明确，将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服务百名返乡人才、培育千名

本土人才、动员万名人才下乡为重点，推动更多有实力、有能力、有抱负的

返乡入乡青年，兴办实业、发展产业、带动就业。记者注意到，宁夏计划每

年组织动员包括科技特派员在内的 1 万名各级各类人才深入乡村，参与

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升级、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文明提升等，措施包括

引导专业人才和青年学子下乡。

“我们将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各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要积极

支持科研人员兼职或者离岗开展创新创业服务，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创办

涉农企业。”曾明说。

科技部门将充分发挥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作用，吸引区外技术人员

来宁夏开展农业科技服务，支持宁夏大学、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学院等

院校开展农林牧渔等涉农人才培养。另外，宁夏科技厅将结合自治区重

点产业发展，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增强科研创新能力，支持开展院地、院企

合作，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宁夏十部门联手定方案

鼓励青年科特派投身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