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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丰 收 的 田 野 上在 丰 收 的 田 野 上
编者按 又是一个金秋，又是一年丰收季。秋分时节，有一群人笑得格外开心。他们是把科技送到田间、尽心竭力服务

农民的科技特派员。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本报邀请活跃在农业一线的科技特派员，讲述他们“做给农民

看、带着农民赚”的故事，分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收获与体会。

9 月 22 日一大早，我相继收到了来自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农户朋友的喜讯。

“林教授，今年我那 3200 亩头季稻平

均亩产 712 公斤，其中一类田测出来达到

了 765 公斤呢，这要归功您团队的技术指

导呀！”电话里，当地种植大户陈兆武非常

激动，“目前，这里再生稻已经陆续进入抽

穗期，还得请您方便时过来指导一下。”

“多亏了您团队的指导，去年再生稻产

量实现翻番。今年种了 2700 亩，再生季若

每亩再增产100斤，年收入便能增加35万元

左右。”返乡创业青年马芳华言语中充满着

丰收的喜悦，“有您的团队在，我对再生稻多

了一份信心，明年我还要扩大种植面积。”

丰收的喜讯让我心潮澎湃。从行政工

作退下几年来，我变得更忙了，似乎每天不

停地奔波在全省各地。很多人不理解，本

该颐养天年，为何还要如此折腾自己？

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我虽年近七

旬但仍有雄心壮志——要让再生稻技术

鼓起更多农户钱袋子。这也是因为自己

担 任 福 建 省 科 技 特 派 员 多 年 来 初 心 不

改，科技特派员的责任时时激励自己做

好科技服务工作。

攻克全程机收瓶颈，
构建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再生稻是头季水稻收割后，利用稻桩

重新发苗、长穗，实现稻田一次耕整、育秧

和栽插，收获两季稻谷的一种稻作类型，具

有省种、省工、省肥、省季节、米质优等特

点。稻田通过“一种两收”，解决了南方部

分地区光温资源“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问

题，种植再生稻也是南方各省提高复种指

数、稳定稻谷总产的一个重要措施。

生产实践中，我萌发了再生稻全程机

械化生产的想法。但机收再生稻发展初期

的产量，仅为传统人工收割的一半或更

低。症结在于水稻收割机行走履带碾压面

积大，对稻桩碾压破坏严重，影响稻桩腋芽

萌发二次抽穗和再生季稻的最终产量。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外出开会途中发

现有一片水稻在生育后期，遇到在极为干旱

的情况下仍长势良好，这给了我很大的启

发：原来水稻并不是在整个生育期中都需要

充足水分的，在头季稻后期适当断水“烤

田”，使收获前稻田土壤水分适度干旱变硬，

并采用低留桩机械收割作业的方法，可以有

效减轻收割机碾压稻桩的损害程度。

在此基础上，以“选准品种，前氮后移，

保根促发，减轻碾压”为核心思路，我们团

队选育了多个优良再生稻品种，研究构建

了全程机械化轻简高效栽培技术体系，并

连续 7年实现了再生稻产量亩超“吨粮”的

目标。我们估算，该技术体系如在南方十

三省大面积推广，有望为千万人增加口粮。

解“单一增收”之困，
探索全产业链致富

从一种收一季到一种收两季，从低产

机收再生稻到产量逐年增加与突破，全程

机械化轻简高效栽培技术让众多农户每亩

增 收 稻 谷 200—250 公 斤 ，增 加 纯 收 入

500—600 元，改变了种稻不赚钱甚至亏钱

的困境，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提高了农民

种粮积极性。

陈兆武原先是从事米业加工、销售

的。从 2021 年开始，在当地政府的帮助

下，他以流转承包经营权的方式，陆续从农

民手中转包了 3200 亩农田，在我们团队的

指导下，优选产量高、市场需求量大的“甬

优 1540”再生稻品种进行种植。同年，再

生稻就迎来了丰收，示范片再生稻头季平

均亩产达 726.58 公斤，再生季平均亩产达

531.2公斤，两季水稻总产量比传统栽培增

产 35%左右。

“再生稻米质好整精米率高，头季稻每

斤能卖 2.3元，再生季稻每斤能卖 2.7元，还

卖断货了。”陈兆武对我连说没想到。

如何让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中挣到

钱，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事。再生稻产量的

提高虽然增加了农户的收入，但是想让广

大农民真正“富起来”，单靠一产还是远远

不够的。为此，去年我们团队立足浦城县

资源禀赋，设计以水稻为主线，发挥农业多

功能性，培育稻米加工、研学体验、自然教

育和休闲旅游等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探索

浦城再生稻全产业链发展路径。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自 2021 年以

来，我带领学生在浦城、莆田、安溪等地，先

后成立了浦城再生稻科技小院、莆田中药

材科技小院、安溪铁观音科技小院，培养了

省市县各级科特派 25人。立足科技小院，

这批“田秀才”与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

动，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农技服务，其中再生

稻技术培训 4530 人次。他们既帮助广大

农户增收致富，也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科

技文章，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我为他

们的成长感到十分欣慰。

（作者系福建农林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由本报记者谢开飞、通讯员范巧红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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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至，秋意浓，又是一年丰收季。”金秋

九月，丰收季节，每天清晨，我都习惯于咂摸着

这句话，行走在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农村的田间

地头。天公作美，再加上“好种子+管理好”，今

年这个“花生大县”又迎来了大丰收。

行走间，我看到农人们收获着、分拣着、

转运着，欢声笑语洋溢在田间。作为科技特

派员，我深感欣慰。为了这一幕繁忙场景，我

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身心。

两年前，我从青岛北站出发，高铁穿过高

楼大厦，穿过胶州湾，一段时间之后便进入了

郁郁葱葱的田野间，我看到一片片花生、玉米

等作物茂盛地生长着，心里却忐忑起来：作为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以下简称花

生所）的科研人员，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

室或者花生地里做各种试验、各种分析，去生

产一线，我能干什么？将面临哪些挑战？如

何克服？

一次尴尬的提问，倒逼
着我从“专才”走向“全才”

让我终生难忘的场景来自农民兄弟的提

问。这一问，也深刻地改变了我。在费县的

一块花生地里，有农民兄弟指着一片花生，满

脸期待地望着我发问：“王博士，花生叶子发

黄，怎么回事啊？”在农民兄弟看来，你是来自

花生所的专家，是“花生博士”，这些问题我应

该都知道。但我虽为“花生博士”，方向却是

花生食品加工，对于花生种植问题一知半解。

此时，农民的信任，科特派的责任，却让

我无法回避。叶片发黄，多数原因是雨涝导

致，但地块旁边的花生叶子是正常的，并且该

地块地势较高，不应该遭受雨涝。

当时的我，有些尴尬。我是真不知道

啊。一个研究花生加工的科研人如何回答花

生栽培或花生病害问题？这严重超出了我的

研究范围。但我不能拒绝，需要想办法解决

问题。因为对处在困境中的农民兄弟来说，

我就是他们的“救星”。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生产一线不同于实

验室，在实验室我就研究花生一个方面的内

容，但是接触生产实践，花生产业涉及花生品

种、栽培技术、病害防控、虫害防控、加工技术

等各个方面，涉及整个花生产业链。

我电话咨询了花生所老专家崔凤高研究

员，他说：“花生叶子发黄原因很多，雨涝、缺

铁、除草剂药害都会导致叶子发黄，需要具体

分析。”

做好科特派，必须成为花生产业链的专

家。我可能不是全才，但我背后是山东省农

科院，是整个农科战线，需要将他们引进来，

解决农民兄弟的具体难题。

沿着这个思路，深耕费县的花生田，我加

强了与单位各个研究所专家的互动。

逐渐地，我知道了花生如何做单粒精播，

如何做花生测产，如何防控害虫蛴螬，如何防

治叶斑病，我更发现种植户对花生品种的需

求与花生企业的诉求是完全不同的。

扮演好“四重角色”，
才能将花生产业做大做强

面对挑战与主动破解难题过程中，我由

浅入深掌握了花生产业的其他知识，现在，农

民兄弟花生田的各种“疑难杂症”基本上都难

不倒我了。

有一次，单位病害实验室的同事高兴地

告诉我：“谢谢王老师从费县采回的花生样

品，我们从中分离到一株新的病原菌，对我们

研究该类花生病害很有用。”

听到后，我非常高兴，科特派还能促进花

生的科研工作。

随着工作深入，在山东省农科院“三个突

破”费县指挥部的帮助下，我逐渐摸索出了适

合当地的工作模式，即采用“科技特派员+示

范基地+种植户+培训”模式。2021 年，在费

县 3 个乡镇，我们建设 3 个花生示范基地，面

积达到 300亩。

只有示范到位了，花生产量、质量双丰收

了，农民兄弟才能愿意种，并能帮助我们推广

新品种、新模式。

今年 8月，在深耕费县两年之后，我选择

留在这里，继续挂职，继续我的科特派事业。

我爱上了这片土地，这里的人们需要我，我也

以他们为师，从这片深厚的土地里汲取营养，

提高为乡村振兴服务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打

造乡村振兴科技引领型齐鲁样板示范县，我

们必须抓紧时间。

两年下来，我感悟良多。

首先，我觉得特派员首先是“调研员”，应

该多去费县 12 个乡镇调研，掌握第一手资

料，使得推广花生新品种、新技术更有针对

性。同时，特派员应该是“协调员”，协调花生

所、当地农业农村局、农技站、合作社、种植

户，多方合力助民丰收。

特派员应该是“宣传员”，通过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花生新品种、新技术。

此外，特派员应该是“红娘”，汇集费县花生加

工、花生种植、农技人员等，将整个产业链串

起来。

（作者系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
博士，由本报记者王延斌采访整理）

农民兄弟这一问，深深地改变了我

我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

员，2020年 11月，经过个人申请和单位遴选，

我来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漕运镇“亚夫科

技服务工作站”，成为一名专职科技特派员。

从业 30多年，我做过科研，也干过销售、

当过企业老总，摸准了农产品与市场对接的

“脉搏”；还做过科研试验基地管理工作，

也为许多地方编写农业发展规划……

但是，自从我来到漕运镇成为

一名科技特派员后，吃住在乡村，用

专业技术指导农民发展新型种

养模式，看着农民兄弟的龙虾

多了、鸭子肥了、稻谷丰收

了，我打心底里高兴，

用 所 学 知 识 回 报

农业、服务农民

让我更有成

就感。

与农民交朋友，知识
有了用武之地

漕运镇坐落在风光旖旎的白马湖边，这

里水系发达、水产丰富，做水文章吃水产饭成

为当地的必然选择。

2020 年，漕运镇布局发展稻田养虾，建

设了 3000 亩稻虾共作标准田，但是由于缺少

持续的技术指导，农民遇到技术难题不知该

如何是好，导致种养户中十有八九处于微利

或亏损状态，积极性严重受挫。

我来漕运后，挨家挨户走访调研，召集种

养农户开会培训，但是农民并没有立即接纳

我。我没有气馁，而是改进工作方法，每天早

上六点多就去田边查看小龙虾是否缺氧、水

体质量达不达标，看完一家再去下一家；傍晚

六点多，我又打着手电筒，去看看小龙虾活力

如何，如果农民兄弟不忙了，我就跟他们拉拉

家常聊聊天。

就这样，我很快找出当地农民亏损的原

因主要集中在虾沟没种水草、饲料投喂不精

准、水体质量不达标三个方面。

通过与农民交朋友，也让农民相信我是真

正来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在我的指导下，农户

在虾沟里种上伊乐草、水葫芦，小龙虾有了天

然的港湾，既可以躲过天敌，也能避开高

温，还能在里面安心地脱壳生长。

同时，农户也学会了定时定点

定量投喂，小龙虾不再因

为食物不足而打架死

亡 。 夏 季 气 温

高 ，水 体 缺

氧 、亚

硝酸盐超标、pH 值过低或过高等问题时有发

生，我就赶紧让农民投放微生物制剂抑制水体

富营养化，或者引入活水改善水环境。

一年来，我制订了“淮安区稻虾共作生产

技术规程”“小龙虾疾病防控方案”等 2 个生

产应用技术规范，建立 2 个规模稻虾共作示

范基地，对接服务稻虾种养户 17 户，涉及种

养面积达 3000 亩以上。通过技术帮扶指导，

带动种养户每亩增收 1000元以上。

不改乡情，从农村中
来到农业里去

来到漕运镇后，我就住在南闸农友养殖

专业合作联社，白天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晚上

人去楼空冷冷清清，但我也从没感觉到孤单

和无聊。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我，工作

后又回归了乡村。当我脚踩

泥土地时，心中奔涌的

依 然 是 浓 得 化

不开的乡

愁和乡情。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看着他们过

上好日子，成为驱动我工作的最大动力。

在稻田养虾日渐成熟稳定后，2022年初，

我又帮助当地建立 3000 亩稻田养鸭，这种模

式每亩地可以养 10—20 只麻鸭，鸭子放养在

稻田里吃掉害虫和杂草，一亩水稻可以节省肥

料农药投入200元，增加卖鸭收入600元。

中秋节前，新河头村农户赵长顺家的第

一批 400只鸭子上市一售而空。他是村里出

了名的困难户，在合作联社的帮助下，贷款搞

起了稻田养虾和稻田养鸭。鸭子上市前，他

特地跑来告诉我，通过这几年养殖小龙虾和

麻鸭，欠下的外债基本还清了，以后的日子会

越过越好。

眼下正是水稻抽穗的时节，籽粒饱满的

稻谷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农户种植

的是我们省农科院培育的南粳 9108，每亩可

产出 800—1000 斤有机大米，市场售价达到

4—8元/斤。

每天清晨，我还是会开着自己的汽车，穿上

胶鞋，戴好草帽，拿着pH试纸和水质检测仪，挨

家挨户地走访查看……今年我已经57岁，但是

科技兴农增收致富的事却越干越有劲。

（作者系江苏省农科院成果转化
处副研究员，由本报记者张

晔采访整理）

以所学知识回报农业，让我更有成就感

◎王明清

◎瞿永前

◎林文雄

福建省科特派林文雄（右二）与测产专家在田间查看再生稻根系发育情况
受访者供图

瞿永前（右一）通过技术帮扶指导，带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漕运镇稻虾种养户每亩
增收1000元以上。 受访者供图

2021 年，王明清在山东省临沂市费县
三个乡镇建设 3个花生示范基地，面积达到
300亩。 受访者供图

99月月 1717日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即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即
将成熟的水稻将成熟的水稻。。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贾一凡贾一凡摄摄））

99月月1414日日，，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联合收割机在收水稻的联合收割机在收水稻（（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王虎王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