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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选派科技四川农业大学选派科技

特派员特派员 600600 多人次多人次、、科技下乡科技下乡

万里行专家万里行专家 277277 名扎根基层名扎根基层，，

形成对口帮扶科技特派员形成对口帮扶科技特派员、、产产

业科技特派员业科技特派员、、项目科技特派项目科技特派

员等不同类型的科技特派员员等不同类型的科技特派员

服务团队服务团队 260260 支支。。

资讯台

今年夏天，湖北持续高温。恩施州动员科技特派员走进

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对农作物进行科学管理，助力农民抗旱救

灾减损。7 月以来，全州科技特派员累计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385 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技术难题 162 个。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刘丰宇

典型派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张虎强

7 月份以来，湖北省恩施州降雨减少近 5 成，

全州部分区域旱情已达轻度或中度干旱，造成农

业生产不同程度受灾。

为最大程度减轻旱灾损失，恩施州科技局动

员全州科技特派员主动作为，一大批科技特派员

奔波在一线，为抗旱保产提供技术支撑。

“大豆作为马铃薯后茬正处在鼓粒期，到了

需水的关键时期，能否按预期增收一季大豆，及

时浇灌补水十分必要。”近日，湖北恩施州第一批

“硒谷英才”李求文、州级科技特派员钟育海等专

家深入田间送服务，助力农民抗旱救灾减损。

齐心抗旱，专家组团到地头

抗大旱、抗久旱，科技担当必不可少。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被作为全国主推技

术，恩施州研究推广的“薯玉豆”复合种植模式，

则是玉米大豆带状种植的升级版，被列入州级重

点科研项目，并被纳入湖北省九大绿色吨粮模式

进行推广示范。

旱情发生后，李求文和团队迅速行动，先后

深入恩施州 17 个乡镇，带领团队落实农业科技

服务队抗旱技术指导和农业科技服务责任。

8 月 17 日，恩施州科技局主要负责人带队到

利川市凉雾乡小青垭村，作为乡村振兴联系村，

该局驻村尖刀班成员蹲守田间地头，时刻关注并

协调解决因旱实际困难。

“最近你们得带好头，主动开展技术培训，加

强田间管理，引领做好示范。”8 月 19 日，州级科

技特派员马俊杰特意对建始绮丽果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建始绮丽果业）负责人说。

建始绮丽果业是“武陵良繁”星创天地运营

主体，拥有 10 名创业导师。“今年发生旱情后，我

们组织村民，就果树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及时

开 展 培 训 ，先 后 开 展 10 场 次 培 训 ，培 训 560 多

人。”该负责人介绍。

据 悉 ，恩 施 州 科 技 局 要 求 ，各 县（市）科 经

局、各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加强对旱情报收进

行科技指导服务，抗旱救灾减损科技服务围绕

抓 好 灾 后 生 产 恢 复 ，力 争 做 到“ 两 覆 盖 、两 结

合”，即有科技需求的受灾地全覆盖，县、乡主

导产业科技需求全覆盖，全力做好抗旱救灾减

损科技服务。

因地制宜，助力农户保产保收

宣恩县明礼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

礼生态农业）是恩施州科技特派员王甄服务的企

业。连日来，王甄一直坚守在公司基地，帮助企

业抗旱救灾。

明礼生态农业基地位于高山地区，马铃薯

正处于结薯期，需要冷凉湿润环境，极端高温

干 旱 天 气 很 容 易 造 成 植 株 缺 水 缺 肥 。 在 王 甄

的指导下，明礼生态农业及时采用植物生长调

节剂、中微叶面肥及农药进行叶面喷施，提高

植株的抗逆性和植株生长势，同时为植株补充

后期薯块生长所需营养元素，最大限度降低灾

情损失。

近期，恩施州魔芋中低海拔净作及套作均

出 现 较 严 重 旱 情 ，高 海 拔 净 作 也 出 现 轻 度 旱

情。“浇水、遮阴、覆盖、补肥是魔芋种植抗旱的

8 字要诀，其中浇水需在保证人畜饮水的前提

下合理调配水源，傍晚适度灌溉，也可利用滴

灌等节水灌溉方式。”恩施州农科院魔芋专家、

国家三区科技人才、科技特派员刘二喜结合在

企业的魔芋基地进行科技服务的情况，以及恩

施州其他魔芋基地实际情况，给出了魔芋种植

的 具 体 抗 旱 建 议 ：遮 阴 可 利 用 遮 阴 度 40% 至

60%的遮阴网紧急遮阴，特别是中低海拔净作

魔芋种植尤为必要。

同时，刘二喜提醒魔芋种植户，可以利用稻

谷壳、松毛、枯树落叶、玉米秸秆等方便易得的材

料对魔芋进行覆盖，在保墒时降低地面温度；补

肥则要在傍晚喷施低浓度的磷钾肥作叶面肥，减

轻或缓解高温干旱危害，但要防止高浓度的叶面

肥烧苗。

眼下，湖北高温持续。恩施州动员科技特派

员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在旱情期间对水稻、

蔬菜、水果等作物进行科学管理。7 月以来，全

州科技特派员累计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385 次，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技术难题 162 个。

旱情中，他们在田间洒播科技“及时雨”

夏季，充足的光照和雨水，使得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鸡川镇的苹果长势

良好，科技特派员沈前伟穿梭在苹果园里，指导果农开展田间管理。再过一

个月，她发明的苹果采摘装置就又要派上用场了。

通渭县海拔高、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而且土层深厚，发展

苹果种植产业条件得天独厚。2021 年 2 月，通渭县种子服务站从事良种和

农业新技术普及推广工作的农艺师沈前伟，被选派到通渭县鸡川镇金城村

鑫旺林果专业合作社担任科技特派员，苹果种植成为沈前伟科技服务的主

要内容。

苹果采摘器让果农笑开颜

沈前伟从小爱吃苹果，小的时候，家里困难，父母买了苹果，一个要分两

次吃。结婚后，婆婆家里种苹果，假期的时候，沈前伟就在苹果园里帮忙。

作为科技特派员派驻到金城村后，沈前伟整天泡在果园里，从一棵苹果

树到另一棵苹果树，她一天能转遍一片果园。

到金城村 8 个月后，苹果进入采摘季节。金城村的果农摘苹果的时候，

一个人站在梯子上面摘，一个人在梯子下面接。由于采摘不当，苹果上总容

易沾上手印或是发生磕碰，导致伤果，影响苹果售价。本来 6 元一斤的苹

果，变成了 2 元一斤。

在帮助果农摘苹果的时候，沈前伟总能听到果农无奈的叹息。她经过

大量的走访调查后发现，金城村一年的苹果总产量是 500 吨，伤果就有 180

吨。看着果农一年辛苦劳作，最后却是汗水换泪水，作为科技特派员的沈前

伟坐不住了。她暗下决心，必须要尽快研制出一种苹果采摘装置，避免伤

果。在大学里学过农业机械的沈前伟，晚上在灯下画草图，白天在采摘现场

反复琢磨；周末，她跑到舅舅的电焊铺子里动手试做⋯⋯不到半个月，一种

苹果采摘器装置诞生了。

新的装置很快用到了金城村果农采摘中。劳动力节省了，伤果减少了，

收入增加了，村民笑开了颜。沈前伟也拥有了人生第一个专利。

果树育苗扦插器省力提效率

过年的时候，沈前伟也惦记着金城村的苹果，刚过完年她就急匆匆地回

到了村里，指导果农开展田间管理。

在育苗育种和新苗木栽植的时候，沈前伟发现大多数果农还是用小铁

棍、小铁铲或小锄头等传统方式栽种苹果，插扦深度不一，费力费工费时。

即便有少数人使用扦插装置，当扦插杆磨损或损坏时，也不能及时更换新的

扦插杆，降低了扦插的效率。看着果农粗糙的双手和吃力的劳作状态，沈前

伟想要发明一种既能够及时更换新的扦插杆、提高扦插效率，又能够省时省

力、操作便捷的苹果树育苗扦插装置。

沈 前 伟 在 办 公 室 里 查 阅 资 料 ，仔 细 研 究 扦 插 装 置 ；然 后 拆 卸 、组 装

一 个 一 个 零 部 件 ，拿 着 样 机 到 果 园 里 一 遍 一 遍 模 拟 操 作 ⋯⋯ 沈 前 伟 手

上 经 常 沾 满 了 机 油 和 泥 土 ，甚 至 在 吃 饭 的 时 候 拿 着 筷 子 还 在 桌 子 上 进

行模拟。

功夫不负有心人。11 组零部件组成的新苹果育苗插扦装置诞生了，这

个装置操作方便，节省了人力；容易更换扦插杆，提高了扦插的效率；增加了

扦插装置的使用寿命；还能够控制打孔的深度和苹果树扦插深度的一致

性。金城村乃至通渭县的果农都用上了沈前伟发明的苹果插扦装置，深栽

精培育，苹果树的成活率也提高了。

从采摘到栽植，沈前伟把科技特派员的职责与果农的生产实际结合在

一起，把自己的使命与果农的增收紧密联系在一起，她把自己的努力成果，

“种”进了苹果园里，写在了果农心坎上。

沈前伟：

“种”幸福苗“摘”致富果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苏历华）8 月 25 日，记者从湖北省科

技厅获悉，该厅启动新一轮省级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共遴选 635 名省级科

技特派员奔赴荆楚大地服务乡村振兴，其中委任制科技特派员 50 名，留任

制科技特派员 155 名，揭榜制科技特派员 375 名，定向组织油茶产业科技特

派员 55 名。

据介绍，湖北自 2008 年全面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以来，通过建机制、组

队伍、育主体、搭平台、抓服务，集聚技术、成果、信息、项目和资金等要素，引

导广大科技特派员将科研论文书写在荆楚大地上，推动科技成果“进县入

村”“进园入企”，人才拓展新天地、成果焕发新生命、企业获得新活力，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 5 年，湖北省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 4 万余名，领办创办各类企业 7854

家，推广新技术新品种 18898 个，帮助培训新型农民 579 万人次，直接带动农

户 116 万余户，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中，涌现出高泽霞、汪江

波、帖军、聂红丽等一大批先进典型，逐步形成湖北科技特派员特色模式，科

技特派员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做法被编入《精准脱贫中国方案》，列为全国党

政干部学习参考材料。

新选 635 名科特派

赴荆楚大地服务乡村振兴

科技特派员沈前伟科技特派员沈前伟（（左左））在果园里向果农传授苹果修剪技术在果园里向果农传授苹果修剪技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颉满斌颉满斌摄摄

“这些肉牛患有真菌性皮肤病，要用专门的

处方来治疗⋯⋯”8 月 29 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越西县，科技特派员、四川农业大学（以下

简称川农大）教授马晓平正在为当地肉牛养殖技

术做指导。

“省里的专家对我们养殖场两头患有铜钱癣

的牛进行了现场诊断，并提出了治疗方案，真感

谢他们。”越西县大瑞镇宏旺养殖专业合作社肉

牛养殖场负责人杨浩说。

“我校科技特派员先后在甘孜、阿坝、凉山、

乐山等市州的贫困县（区）示范推广作物、林果、

蔬菜、畜禽等新品种 30 多个、新技术 100 多项、新

成果 50 余项。”据川农大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该

校选派的科技特派员为助农增收，推动产业发展

贡献了重要力量。

近年来，川农大选派现代畜牧业、粮油产业、

特色果蔬产业等行业科技特派员 600 多人次、科

技下乡万里行专家 277 名扎根基层，形成对口帮

扶科技特派员、产业科技特派员、项目科技特派

员等不同类型的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 260 支。

这些科技特派员主动进行科技服务，敢于创新，

聚焦农村产业发展，突出人才科技优势，为乡村

振兴按下了加速键。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街道双田村种植的迷迭

香套种出现了新问题，希望几位专家能为我们当

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巡诊把脉。”8 月初，四川雅

安市相关农业部门负责人向川农大吕秀兰、张

莉、王燕 3 名农业科技特派员发出了邀请。

收到邀请后，专家组首先深入双田村，实地

走访了该村的迷迭香种植户，针对种植户反映的

新问题，进行了科学指导。随后，专家组前往汉

源县清溪镇，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为当地

贝母、大樱桃等种植存在的问题开出良方。

2017 年以来，川农大已培训技术骨干 5 万人

次，覆盖了全省 183 个县区，并与地方政府共建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11 个、省级园区 60 余个，农发

院分院 8 个、新型产研院 3 个、专家大院 48 个、科

技小院 12 个，保障支撑了科技特派团和科技下

乡万里行团队的工作。

“我们还依托川农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以

下简称农发院）、西南减贫中心等平台，拟定了

88 个原贫困县（区）的脱贫方案。”川农大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该校还构建了每县 1 个方案、1 个专

家团队、1 个特色产业的一对一帮扶模式，编制

扶贫和产业规划 170 余个。

川农大科技特派员王西瑶扎根凉山彝族自

治州布拖县数年，为让彝族同胞吃上没发芽的健

康土豆，她克服重重难关，将先进的科研技术成

果带到布拖县；并在当地成立“中国农技协布拖

马铃薯科技小院”，指导团队通过科普宣传培训

转变农户传统的生产、贮藏和食用观念。

“我们把实验室搬到科技小院、田间地头和

定点农户家中，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问题，切实

打通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王西

瑶说。

近年来，川农大瞄准动植物育种、现代种养

殖技术等重点领域加强攻关，推进川粮、川猪、川

茶、川鱼、川果等产业发展。建立示范基地 300

余个，推广新技术成果 230 余项（次），培育壮大

了布拖马铃薯、雷波脐橙、屏山茵红李、南江黄羊

等 10 余个特优产业。

瞄准农业，为乡村振兴添新“柴”

雷波县位于四川省西南边缘、凉山彝族自治

州东部，这里山高坡陡谷深、悬崖峭壁路险，山地

面积占 84%，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之一。

而凭借种植“雷波脐橙”，36 年前靠政府救

定点帮扶，用科技铺就助农增收路

7 月末，又到了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茶花村

“葡汁泉”葡萄丰收的季节，今年预计产量 30 万

斤，集体经济收益达 3 万余元。

而就在几年前，茶花村参与葡萄种植的贫困

户曾一度面临颗粒无收的状况。川农大科技特

派员吕秀兰教授前往实地查看后，发现造成绝收

的主要原因在于村民对新品种“夏黑”葡萄习性、

养护办法等种植技术知之甚少。为了避免村民

因错误操作造成经济损失，在保花保果、摘心抹

芽、冬季修剪等关键时间点，吕秀兰带领团队手

把手指导果农，再让大户带小户，实现了技术推

广全覆盖。

“ 既 然 我 搞 的 是 果 树 研 究 ，就 一 定 要 拿 出

一 点 成 果 。 让 农 民 都 富 裕 了 ，研 究 才 算 有 价

值 。”吕 秀 兰 说 道 。 担 任 科 技 特 派 员 十 余 年 ，

吕 秀 兰 针 对 四 川 生 态 立 体 条 件 多 样 的 情 况 ，

在 调 查 区 位 优 势 的 基 础 上 ，打 造 了“ 茂 县 李 ”

等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和 区 域 品 牌 ，累 计 推 广 新 品

种 、新 模 式 600 余 万 亩 ，带 动 4000—5000 人 脱

贫增收致富。

今年，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川农大探索

构建了产学研深度融合新模式，多方位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全力建好农发院及其分院、成渝

乡村振兴学院等社会化服务平台，推动校地、校

企、校校高度协同、合作共赢。川农大先后与地

方政府共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11 个、省级农业

科技园区 60 余个，新建和续建农发院分院 7 个，

专家大院 48 个，科技小院 11 个。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余年以来，四川省

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使广大农民有了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但乡村振兴仍在征程中。面对

未来，川农大将聚焦产业技术指导、品种技术引

进推广等方向，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开展科技特

派员全产业链技术服务。同时加大政策和经费

支持，从平台、绩效、奖励等全方位支持科技特派

团开展工作，加强职能部门联动，协同保障派出

团队成果落地。除此之外，川农大还将立足地方

资源禀赋，科学分析产业情况，组织多学科专家

团队，开展精准化综合型帮扶，努力实现“产业

兴”与“百姓富”的双赢。

题图题图 在四川省布拖县的布拖马铃薯科技小在四川省布拖县的布拖马铃薯科技小
院院，，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博士研究生在扦插定植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博士研究生在扦插定植
马铃薯芯苗马铃薯芯苗。。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江宏景摄摄

探索新模式，开展全产业链技术服务

把实验室搬到地头把实验室搬到地头
这些科特派让产业兴这些科特派让产业兴、、百姓富百姓富

济粮才能生存的极度贫困村——雷波县青杠村

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当地规模化种植脐

橙一万多亩,年产值达到 2.2 亿元,人均年收入超

过 7.5 万 元 。 2021 年,中 国 农 业 农 村 部 发 布 了

“2021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名单”,青杠村

赫然在列,成为大凉山地区唯一的亿元村。

近年来，川农大探索精准帮扶新模式，与雷

波县结成对口帮扶区域。组建了以赖松家、唐

茜、郑阳霞、汪志辉等为首席专家的生态养殖、茶

叶、高山生态蔬菜、优质脐橙栽培与管理、花椒核

桃栽培与管理等八大乡村振兴定点帮扶科技服

务团。

近日，优质脐橙栽培管理科技服务团科技特

派员汪志辉教授带领团队成员王迅副教授、熊博

博士赴雷波县开展科技帮扶工作。

在青杠村，汪志辉教授一行查看了脐橙果园

生产情况，针对果园夏季管理、果实落果进行了现

场指导。在川农大驻村干部所在的石板滩村，科

技服务团从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两个方面开展

了专题技术培训，要求大家转变肥水管理“一年一

次肥”的错误观念，并提醒果农“花前花后、梢前梢

后、果前果后”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

其间，科技服务团还前往“雷早一号”脐橙新

品种示范基地，要求基地管理人员加强树体营

养，通过土施和叶面喷施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幼树

快速扩大树冠，适当补充中微量元素肥料对雷波

脐橙缺素症进行矫治。

“我校常年以各服务团成员所带研究生，以

及驻雷波研究生支教团为核心，组建研究生工作

站，并派遣相关学科研究生常年驻站，在导师指

导下开展科学试验与技术服务。”川农大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校还组织川农大雷波籍在校生组建

大学生乡村振兴家乡服务团，利用节假日和假期

开展支教支农支乡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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