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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名
近3年来，陕西省科技

特派员共推广新技术2553

项，新品种3174项，累计向

67 万农户提供技术服务，

辐射带动农民 320 万人。

预计到 2025年，陕西省科

技特派员人才库中的各类

科技特派员总数将突破1.5

万名。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农民朋友一旦在农业生

产上遇到难题，不分周末、节

假日都会打技术咨询电话向

韩爱民咨询。只要农民需

要，他也总是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

题。据陇南市宕昌县科技局

统计，韩爱民每年培训农民

技术员达 300人（次），发放

防 护 服 100 套 、宣 传 资 料

2000余份。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 讯 员 刘国庆 包龙刚

◎本报记者 史俊斌 通讯员 杨远远

科特派西北实践④

典型派

◎新华社记者 秦 宏

“这个黄瓜苗子，这两个是子叶，上面发出

来的叫真叶，咱们在栽苗子的时候要把土埋在

子叶下面，把两个子叶埋住，成活率就高了。”

初夏 5 月，正是蔬菜生长季节，“田秀才”、甘肃

省陇南市宕昌县农技中心（以下简称农技中

心）科技特派员韩爰民又到菜棚给菜农“传经

送宝”了。

“韩专家，我的两亩小麦发生了条锈病，要怎

么办？”“我家种植的一亩马铃薯有了晚疫病该怎

么治疗？”熟悉韩爱民的人都知道，韩爱民每次都

会耐心解答乡亲们提出的问题。

深入田间地头，守护粮食安全

韩爱民 1994 年调到农技中心，他一头扎进

农村，一蹲就是 30 年。韩爱民说，这 30 年，结

识了许多农民朋友，只为做好一件事——服务

农民。

“‘三天一查，五天一报’，是我担任科技特派

员以来一直坚持的原则。”韩爱民说。作为农业

技术人员，韩爱民做出了不少成绩，在有效遏制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流行的同时，他还全面普

及并向农民传授病虫害诊断及防治技术，积极统

筹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发现问题及时在

现场研究解决，将病虫害发生面积控制到最小。

数据显示，在韩爱民的努力下，2021 年，宕

昌县农药施用量 6.1吨，与上年 6.5吨相比下降幅

度达 6%，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43%，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41%，防治成效明显。

在开展防治的同时，韩爱民还成立了工作

小组和技术服务小组，设立办公室和技术咨询

电话。

“韩专家，快帮我看看我家的麦子，倒了一大

片。”韩爱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农民朋友一旦

在农业生产上遇到难题，不分周末、节假日都会

打技术咨询电话向他咨询。只要农民需要，韩爱

民也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助农民解决技术

难题。据宕昌县科技局统计，韩爱民每年培训农

民技术员达 300人（次），发放防护服 100套、宣传

资料 2000余份。

引来新品种，铺开富民路

多年来，韩爱民注意在新品种引进和推广方

面加大力度，以新技术实验、示范和产业化开发

为主要内容，实现农业高新技术的创新、集成。

他在展示新技术的同时，引导农民学技术、用技

术，采取集中办班、现场实训、观摩学习等多种方

式，树立了培训就是推广的工作理念，提高了广

大农民的实用技能。

辣椒种植门槛低，是经济收益可观的“短

平快”产业。如何才能让辣椒这最寻常的作物

发挥良好的经济效益呢？韩爱民及时把农民

需要的辣椒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韩爱民

说：“在宕昌县发展辣椒种植，不仅可以带动村

集体增加收入，还能有效带动当地村民实现家

门口就业创收。”

2020 年 元 宵 节 前 夕 ，韩 爱 民 被 抽 调 到 沙

湾镇沙坝村开展大棚辣椒育苗，在全县 12 个

乡 镇 63 个 行 政 村 进 行 正 茬 、复 种 大 田 移 栽

6200 亩，他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引进辣

椒新品种。

针对避免霜冻及积温不足对辣椒着色、高产

带来的不利因素，韩爱民根据不同海拔高度，指

导椒农适时追施肥料；帮助椒农识别辣椒根腐

病、疫病等主要病虫危害的症状，以便早发现，早

防治辣椒病虫害。同时，韩爱民还帮助椒农确定

了栽植美人椒、陇椒 11号两个品种，其中在中东

部海拔 1500 米以上地区的 6 乡镇 12 个村主栽陇

椒 11 号 1500 亩，在中南部海拔 1500 米以下的 6

乡镇、51村主栽美人椒 4700亩，为当地成功种植

大棚辣椒奠定了基础。

此外，韩爱民还通过产销对接、农超对接，优

化结构，降低成本，让中药材等特色产业真正成

为宕昌县走向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韩爱民的坚守得到了群众的肯定，宕昌县委

常委、副县长王昭这样评价韩爱民：“他不是医

生，却坚持为庄稼收成、农业生产‘把脉开方’，无

论盛夏或寒冬，都能在田间地头看到他的身影；

他头顶蓝天，脚踏泥土，常年奔波于乡村的沟沟

岔岔，在技术创新、科技引领、示范带动、品种引

进方面发挥了‘领头雁’的作用,展现出了创新、

务实、刻苦、奉献的精神。”

韩爱民不但爱农民，还爱农村。他说：“我的

根在农村，我的阵地也在农村，为农民服务的这

条路对我来说，永远没有终点。”

“田博士”韩爱民：30年专注服务农民这一件事

6 月 8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获悉，该校已经在陕西省内建立农业科技试验

示范站 28 个、示范基地 46 个、示范园 100 多个，

覆盖了粮、果、畜等 30 多个产业领域，共选派

2500 余名优秀科技特派员扎根一线，支撑了陕

西省小麦、苹果、猕猴桃、奶山羊等产业的发展。

2003年，陕西省在商洛、安康两市 10县试点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2017 年，陕西省率先在

全国实现了科技特派员贫困村科技服务全覆盖，

并被科技部列为全国 4 个科技特派员贫困村科

技服务全覆盖试点省份之一。2019 年，在全国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周年的总结会议上，陕

西省 4 名科技特派员和两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组

织管理单位被科技部通报表彰。在推行科技特

派员制度 20 年的探索中，陕西省组建了数十个

以各级科技特派员为主体的科技试验站，为助推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试验

站已成为陕西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极具特色的

成功实践。

5 月，正是西甜瓜成熟的季节，陕西蒲城县

17 万亩西甜瓜也成熟上市了。瓜棚里，一个个

油亮亮、圆滚滚的西甜瓜挂在茂盛的瓜藤下面，

惹人喜爱。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采摘

景象，充满欢乐。

陕西省科技特派员、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

系渭南试验站站长、陕西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专家问亚军正在瓜田藤下，分析着蒲城西甜

瓜的发展优势及前景。在蒲城县，经常可以看见

像问亚军这样的科技特派员专家忙碌在生产一

线。多年来，在蒲城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帮助

下，一大批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专家人才扎根

蒲城，致力科技创新，从西甜瓜的品种选择、育苗

管理、栽培模式、水肥调控、包装运输、产品营销

等方面开展了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了“示范基

地+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多形态联农带农机

制，带动蒲城瓜农实施全程标准化种植和管理。

在科技特派员的带动下，蒲城县涌现出一批

专业种植公司、合作社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家庭农

场，极大地促进了西甜瓜专业化、集约化和标准

化种植水平，蒲城县也生产出了极具市场竞争力

的优质产品，更好地满足了市场对瓜果多样化高

端化的需求。

陕西省立足自身丰富的科技资源禀赋，依托

多家高校院所组建起了数十个各具特色、助推产

业发展的科技试验站，这些科技试验站把各种资

源聚集起来，将形成的能量集中释放到生产一

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专家扎根一线，建立多形态联农带农机制

陕西省科技特派员、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

汉中综合试验站站长、陕西省茶叶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乡茶叶试验

示范站首席专家余有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

奔走于田间地头和茶叶加工车间，进行课题调研

和茶叶生产指导，积极推动陕南三市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

作为传统的茶叶产区，10 多年前，陕南只有

一季春茶，而 60%的茶树鲜叶资源都没有得到利

用。从单一的春季绿茶生产到一年四季绿茶、红

茶、黑茶、白茶等多茶类组合式连续化生产，余有

本用技术创新解开了陕南茶产业资源全利用这

道“转型升级”的难题。

为了更好地提高科技特派员服务产业的

送技术到一线，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服务“三农”，科技特派员也在教学相长中成

就自我。

从青年到壮年，陕西省级科技特派员、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白水苹果试验站首席专家赵政阳

教授踏遍了渭北高原的沟沟坎坎、关中果乡的村

村落落。从废弃的果园开始，他将白水苹果试验

站建成集科研、示范、推广、教学于一体的科技园

区，更成为颇有影响力的一流苹果试验站。在陕

西渭南白水县，赵政阳实现了苹果杂交育种新突

破，培育的“瑞阳”“瑞雪”“瑞香红”三个新品种，

已被 10 余个省区引进试栽，在全国苹果主产区

推广面积达 20余万亩。

果农都说，赵教授那是响当当的人物。但在

赵政阳自己却认为：“不是我改变了这边的土地，

是这片土地成就了我！”

陕西省科技特派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红枣

首席专家李新岗，把硬科技种进枣园，让冬枣夏

季也飘香。2006 年，李新岗带领团队在全国率

先突破了设施冷棚冬枣栽培技术，不仅提高了冬

枣品质，而且赢得了市场的认可。2010 年，在李

新岗的努力下，陕西大荔冬枣设施栽培 1 万多

亩，亩产值约 2 万元，相关技术 2011 年获得陕西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13 年，李新岗又一次突

破冬枣温棚栽培技术，并不断改造升级，形成了

温棚、棉被棚、双膜棚、普通冷棚等四种棚型结构

及其配套技术，冬枣成熟供应期也由过去的 40

天延长到 5个月。

如今，在科技特派员以及专家手把手指导

下，大荔县的枣农有技术加持，个个也都成了“专

家”。大荔县的冬枣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42万亩，

总产量 50万吨，年产值突破 60亿元，占全国市场

份额超过三分之一，大荔县也成为“中国冬枣第

一县”。

20 年来，陕西省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

农技推广等单位的人才资源富集优势，动员包括

农业、科技、教育、人力资源、金融、信息等各方面

人才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围绕全省“3+X”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科技需求，陕西省

不断扩大科技特派员选派范围，从以农业领域为

主，向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拓展，从生产向加工、

检测、流通、销售等各环节各层面拓展，从本省向

省外乃至境外拓展。

截 至 目 前 ，在 陕 西 省 科 技 特 派 员 管 理 与

服务系统注册的自然人科技特派员 5612 人、

法 人 特 派 员 241 家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近 3 年

来，科技特派员共推广新技术 2553 项，新品种

3174 项，帮扶结对 1.5 万个，累计向 67 万农户

提供技术服务，辐射带动农民 320 万人；3868

名科技特派员精准服务全省 6452 个贫困村，

带动 3 万余户 17 万人脱贫。预计到 2025 年，

陕西省科技特派员人才库中的各类科技特派

员总数突破 1.5 万名。

扩大选派范围，在教学相长中成就自我

送科技送科技““密钥密钥””到田间到田间
陕西科特派助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陕西科特派助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水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年 5 月在陕西省

汉中市西乡县建立了占地面积 145 亩的茶叶试

验示范站。茶叶试验示范站分别在陕西西乡、

紫阳、平利等 16 县建立了专家大院、专家工作

站、科技示范基地等合作平台，与当地茶叶推

广部门及企业建立了紧密联系，通过“试验站

专家+县市专家+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模

式，科技特派员们把更多茶产业提质增效的

“密钥”送到田间地头、生产车间，有效解决了

茶叶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加速

了茶叶技术的推广进度。

目前，陕西省红茶、黑茶、白茶等多茶类组合式

连续化生产的格局基本形成，加上无性系良种的繁

育、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茶园亩产值从1250元增

加到 7281元。全省茶园面积由原来的不足 90万

亩，增加到现在的298万亩；茶叶总产量由原来的不

足2万吨，增加到现在的12.05万吨；茶业产值由原

来的不到20亿元，增加到现在的212.7亿元。

“茶博士”余有本成为当地政府的“产业顾

问”“经济参谋”。“西乡县茶业近些年的快速发

展，离不开科技特派员余有本；很多先进技术的

引进推广更离不开派来科技特派员的茶叶试验

示范站。”与茶叶打交道 37个年头的西乡县茶叶

局局长陈志龙发自内心地感叹道。

陕西省级科技特派员陕西省级科技特派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水苹果试验站首席专家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水苹果试验站首席专家赵
政阳教授政阳教授（（左三左三））在陕西渭南白水县与果农查看丰收的果实在陕西渭南白水县与果农查看丰收的果实。。 靳军靳军摄摄

“一亩葡萄十亩田，在家也能赚大钱；科特派制度真是好，它是我们的

致富宝。”这是一首流传在闽北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仁山村的顺口溜。它

见证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在这个偏僻山村村民们心中的地位和三代科技特

派员给村庄带来的巨大变化。

他种下了一颗“幸福果”

仁山村以发展优质桔柚和葡萄产业著名。去年当地桔柚种植面积

480多亩，葡萄种植面积 1200多亩。村民家家户户有果园，八成以上村民

在家从事桔柚和葡萄产业，人均年收入 2万多元。

20 多年前，仁山村还是人多地少，产业方面除了水稻和少量传统桔

柚，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困山村。被村民称为“葡萄仙”的谢福鑫，改变了这

一切。

谢福鑫曾是福建第一批公派到日本研修现代果树栽培技术的两名农

技人员之一。学成归国时，他带回数十种苗木，并潜心研究日本的桔柚和

葡萄新品种的品种培育和种植技术。

1999 年，谢福鑫被南平市选为科技特派员，派往农村解决农民产业

问题。他利用科技知识发展示范产业，“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

民赚”。

2003 年，在时任仁山村村支书林远兴的请求下，谢福鑫把巨峰葡萄

引入仁山村种植。“谢老赴村里仔细考察后，认为这是个好想法，还鼓励我

带头示范。”林远兴说。

林远兴介绍，为确保在多雨多湿的闽北气候环境下能够无风险推广

种植葡萄，谢福鑫当时几乎全天候在村里，研究解决了许多种植问题。

在谢福鑫的指导下，林远兴等示范种植户获得了丰收，吸引村民争相

学习种植技术；葡萄产业在仁山村落地生根，并发展成支柱产业。

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带来什么

寒冬腊月，在种植户张水生位于仁山村的果园里，挂满枝头的桔柚色

泽鲜艳。大棚栽种的办法，延长了采摘期，提高了两成产量，且果子品相

更好，售价更高。

源自科技特派员应薛养的创新，驱散了长期笼罩在张水生心头的阴

影。1999 年，因桔柚遭受极端冻害，张水生曾被迫砍树、改种，几年没缓

过劲。

应薛养于 2001年被派往仁山村。他发现除了帮助农民种好，还必须

解决桔柚产业靠天吃饭、抵御冻害能力差的问题。

于是他四处求教、苦心研究出适宜当地的大棚种植技术。同时他还

争取到将大棚列入政府财政补助，使大棚种植逐渐在仁山村铺开。

近日，记者在仁山村见到应薛养。他说，让他最有成就感的是参与发

起成立南平市葡萄协会，发展一万多名会员；参与组织举办六届福建（闽

北）葡萄产业周，吸引了省内外关注。

“这两件事积聚产业人气、帮小农户对接了大市场，培育了种植户优

质优价理念。”应薛养说，农业发展环境在变，现在要帮助他们种得好、卖

得好，激发农户积极性，保证产业走得更加长远。

以市场为导向，应薛养近年来大力推行绿色栽培技术，致力于当地优

质无公害农产品品牌打造等，使闽北葡萄、桔柚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

力不断提高。

接力服务乡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张水生家里，年轻的科技特派员吴琼梅随手切开一个桔柚，用试纸

蘸取少许流出的汁液，在糖度仪上一测就显示出了果子的甜度。

“现在我们在帮助农民选取品种、打造品牌和推广产品上，都更加重

视用科学分析结果‘说话’，让人更信服。”吴琼梅说。

吴琼梅是 2020年成为第三批服务仁山村的科技特派员。如今，在三

代科技特派员的影响下，倚重科技力量、新产业发展思维的理念，在当地

深深扎根。

近两年，虽然原有的桔柚市场仍然很好，但张水生提前在示范种植基

地引入 3个柑橘新品种，并不断改良绿色种植技术。

“这些新品种在产量、口感、品质上都有着显著优势，价格也要比普通

桔柚高出很多。”张水生说。

目前，张水生作为乡土人才，也被纳入了当地科技特派员队伍。如今

他正将新品种向服务的农户推广种植。

“我受益于科技特派员制度，也将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种植技术，

以及农资采购、病虫害防治和对接市场等方面资源，帮助更多乡亲在家门

口安居乐业。”张水生说。

三代科特派接力耕耘

闽北山村迎巨变

人称“葡萄痴”的科技特派员谢福鑫（右）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
考亭村一处葡萄园里指导果农。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