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地处我国柑橘优势产业带，柑橘产业位

居重庆七大特色农业产业之首。七八月正值柑

橘果实膨大的关键期，高温干旱导致今年的果实

产量和质量骤降。

“根据调查，粗略估计全国柑橘总体损失在

23%以上。”科技特派员、国家现代农业（柑橘）产

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副

研究员、“柑橘高温干旱灾后补救技术集成与应

用”项目负责人淳长品介绍，持续高温干旱造成

柑橘植株死亡、枝条枯死和果实日灼等灾害。对

此，项目组采取修剪、施肥、促萌、摘除秋花、防治

裂果和病虫害防治等综合技术集成与应用，实现

果树快速恢复，保树减灾、稳产增收的目标。

接到记者采访电话时，淳长品刚完成在奉

节县柑橘果园的技术指导，在奔赴下一个果园

的途中。他欣慰地说：“我们通过及时灌水挽

救了柑橘体的恢复，促进了果实快速膨大，减

少了产量的损失。”应急项目组在奉节、云阳、

灾后补救减少柑橘产量损失

典型派

◎本报记者 雍 黎

科技特派员的工作就是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

的转型升级，帮助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长

效合作机制，我将保持对科

研的热爱和初心，用科技的

力量让通渭小杂粮产品走向

世界。

杨少东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科技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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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孙 越 通讯员 王 璐

农业减灾复产科技应急项目主要围绕重庆农林减灾复产

技术需求，创新应用相关技术解决减灾复产中的技术问题。重

庆市科技局计划组织科技特派员，通过技术集成与应用助力灾

后复产，辐射带动产业技术进步，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许志鹏
重庆市科技局副局长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 讯 员 包雪瑞 牛 宇

眼下，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各种小杂粮陆续

颗粒归仓。在通渭县乐百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乐百味）的实验室里，科技特派员杨少

东正在对收获的新品种苦荞麦进行虫蚀粒、破损

粒、霉变粒、病斑粒、杂质和各类营养成分数据进

行分析。

“通过分析最后筛选出更适宜生产所需的

优质苦荞麦，这种苦荞麦产量高，能够适宜通

渭的气候条件，可以进行大面积推广种植。”杨

少东说。

直面产业瓶颈找寻转型路

通渭县地处陇中地区，因独特的地理气候条

件，极宜种植苦荞麦、谷子、糜子和燕麦等小杂

粮，而且小杂粮产量高、品质优、种植历史悠久，

是全县最具资源优势的传统特色产业。

乐百味是借助通渭特色产业发展起来的民

营企业，公司作为国内首家批量生产苦荞茶的企

业，产品共有两大类 20多个品种，包括调味品系

列产品和小杂粮食品系列。

2018 年，具有农业专业背景的乡镇干部杨

少东被县科技局选派到通渭县乐百味担任科技

特派员。

“刚到乐百味时，我被安排办理绿色食品认

证工作。在申报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但这

让我熟悉了加工工艺流程，为后期新产品研发和

工艺流程优化奠定了基础。”

在工作岗位上，杨少东化身为“调研员”。

经过一个月的市场调研，一份详细的小杂粮产

品现状调研报告就提交到了公司董事长的办公

桌上。

“小杂粮初加工产业已无法适应市场需要，

小杂粮产业亟待转型升级。”杨少东说，紧迫感

催促着乐百味转变生产经营思路，而助力产业

转型升级是科技特派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很

快，乐百味成立了以杨少东为组长的新产品项

目研发团队。经过大量研究，根据苦荞麦的固

有特性、消费者的新消费特点和传统饮食文

化，项目研发团队最终决定研发可速食的苦荞

蛋白粉。

全身浸满苦荞面、太专注研究而错过用餐时

间，这些成了杨少东的日常。一次次亲尝研发产

品，一遍遍分析数据，经过反复实验，不断优化生

产工艺，项目研发团队最终研究出了速食苦荞蛋

白粉的科学配方和高效的生产工艺。

新成果助苦荞茶升级换代

研发正如苦荞茶一样，虽苦，但一次次的尝

试，收获的却是回味无穷的甘甜。

杨少东躬身苦荞试验田，醉心科研实验室，

时刻不忘科技帮扶。

通过层层筛选，作为科技特派员，杨少东将

适宜当地种植的“定苦荞 1号”和“云荞 1号”进行

推广种植。在杨少东的带领下，产品研发、生产

线改造建设、包装设计、试生产和专利申报等，每

一项工作都做得很扎实，研发团队也高标准地完

成了项目任务。新产品推向市场后，大受消费者

欢迎，不到半年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 106 万元，

研发项目还获得了通渭县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

杨少东本人也被定西市委市政府授予“定西市优

秀科技特派员荣誉称号”。

获得了荣誉的杨少东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

带领团队迅速投入到了“甘肃省小杂粮产业化研

发加工品牌创建科普教育示范基地”（以下简称

示范基地）的创建工作，经过团队 8 个多月的标

准化建设，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达到了建设

标准。今年 4月，示范基地还被中国农技协会认

定为 2021—2025 年“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

普教育基地”。

“科技特派员的工作就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帮助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建立产学研长效合作机制，我将保持对科研的

热爱和初心，用科技的力量让通渭小杂粮产品走

向世界。”杨少东说。

目前，杨少东正带领团队研发苦荞茶速溶冲

剂，通过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

果。杨少东希望不久的将来，市场上销售 20 多

年的苦荞茶将迎来升级换代。通渭县相关负责

人则表示，苦荞茶速溶冲剂这一新研发项目，也

将极大地带动通渭县小杂粮产业的发展。

杨少东：带传统苦荞产业转型走新路

科技特派员杨少东正在实验室工作
本报记者 颉满斌摄

“再过 10 天，就可以上市销售了。”9 月 27

日，在重庆市武隆区速生叶菜大棚里，重庆市科

技特派员、应急速生菜项目主持人周娜查看着播

种的菜苗情况，充满信心地跟菜农说。

今年 7月以来，受持续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影

响，重庆市农业领域受灾严重，农产品保供形势

严峻。进入 9月，重庆市农业领域的灾后重建工

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了起来。

8月底，重庆市科技局会同市农业农村委、市林

业局等有关部门，启动资源配置快速响应机制，实

施首批农业减灾复产科技应急项目（以下简称应急

项目）10项。西南大学、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重庆农

科院）、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重庆林科院）等单位

紧急领命，组织数百位科技特派员专家团队奔波农

业一线，为灾后重建挽损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气温最高、时间最长、范围最大、降水最少，

今年重庆遭遇了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

高温干旱，这也直接造成了农业生产灾害，稻田

失水、蔬菜减灾复产、柑橘日灼严重……

据统计，今年旱灾影响重庆市蔬菜减产 50%

以上，薯类作物受灾面积约 260万亩，柑橘园、枇

杷园受灾约 90%以上，全市 30%以上的茶园受到

不同程度的灾害。

为应对高温干旱，重庆市科技局紧急收集了

近 20 个区县受灾情况及技术的需求，并征集重

庆市农业农村委、市林业局及涉农高校、科研院

所建议，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定位减灾复产急需

解决的技术难题，编制了《农业减灾复产科技应

急项目组织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应急项目 10

项，财政资助金额 850万元。

“首批应急项目把保秋粮丰收作为重点，聚

焦农作物、经果林、畜禽养殖、森林复植四个重点

领域。”重庆市科技局副局长许志鹏介绍，应急项

目主要围绕重庆农林减灾复产技术需求，主攻薄

弱环节，创新应用相关技术解决减灾复产中的技

术问题。重庆市科技局计划组织科技特派员，通

过技术集成与应用助力灾后复产，辐射带动产业

技术进步，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应急项目将覆盖潼南区、江津区、永川区、合

川区等 15 个区县，核心示范 0.7 万亩、技术辐射

超过 100万亩，预计亩均减灾增收 300元左右。

应对高温干旱上马应急项目

“通过对辣椒和茄子植株的整形修剪技术，

结合肥水管理，就可以让辣椒和茄子焕发第二

春，收获期延迟到 10 月下旬。”9 月初，科技特派

员、重庆农科院辣椒专家黄启中和茄子专家田时

炳到石柱县临溪镇前进村、酉阳县麻旺镇平桥村

和王家乡雄风村开展了整形修剪技术培训。

为了确保重庆市高温干旱灾后蔬菜的有序生

产和市场均衡供应，减少对秋冬蔬菜和越冬蔬菜

播种育苗的影响，重庆市科技局启动了“灾后蔬菜

生产核心技术集成应用”和“应急速生蔬菜保供关

键技术集成与应用”两项针对蔬菜生产的项目。

西南大学、重庆农科院、重庆市农技总站、重庆市

渝东南农科院等单位的科技特派员专家成立了项

目专家组，开展蔬菜生产的研究和应用示范。

“‘水上漂’蔬菜育苗技术，作用很神奇，最多

可让叶菜提前 10天时间成熟上市销售。”科技特

派员、重庆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十字花科室主

任陶伟林，在荣昌区仁义镇开展速生叶菜技术培

训时介绍了这一神奇的蔬菜漂浮育苗技术。

陶伟林说，接到任务后，科技特派员们迅速

成立了 20 人抗旱应急速生叶菜生产服务团，分

为速生叶菜新品种引进和种子采购、新技术集成

示范、技术培训与示范推广、组织协调与信息采

集等 7个小组，明确了开展漂浮式水培集约化快

速育苗、苗菜共生快速高产栽培技术、叶菜优质

高产栽培技术等技术方案。截至 9月 17日，服务

团已经在旱情较轻的合川、潼南、巫溪和有灌溉

条件的涪陵龙潭、铜梁平摊及武隆、酉阳高山基

地完成苗菜一体化播种近 8500亩。其他区县随

着旱情缓解正在陆续播种，9月 20日左右播种完

毕，种植面积将达 10000亩以上，9—11月可生产

速生叶菜 3万吨以上。

播种育苗技术保障蔬菜供应

持续 20 多日 40℃以上连晴高温，重庆 10 多

个区县发生了森林火灾。让过火后的森林早日

复绿，确保森林生态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通过重载无人机进行精准飞播播种和配合

人工植苗造林实现植被高效恢复，是我们项目研

究的重点。”科技特派员、重庆林科院森林保护研

究所副所长王正春表示，他们牵头承担了“森林

火灾后植被恢复与快播快种技术集成应用”项

目，就是要解决山地灾后植被恢复中的系列技术

问题。

王正春说，此次重庆山火受灾区域多为山高

林密之地，从植被恢复上来说存在两方面的问

题。一方面，对于需要人工种植的地方，交通困

难，劳动力缺乏，运输苗木、水、肥等生产资料难

度大；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地势险要，对开展现场

调查及灾后重建具有极大的安全威胁。

对此，参与该项目的科技特派员，利用重载

无人机搭载可见光和多光谱等光电载荷，对区域

地理条件恶劣的地区快速开展灾后调查和评估，

筛选出灾后森林植被恢复优势树种，编制了植被

修复方案。

“目前的天气还不适合种树，我们正在抓紧时

间开展灾后调查和评估，编制修复方案，待 11月

天凉后进行植被恢复。”王正春说，预计将在江津

区、大足区、铜梁区等地区建立灾后植被恢复示范

片500亩，力争植被恢复造林成活率达到80%。

编制方案让森林早日复绿

重庆遭遇严重高温干旱重庆遭遇严重高温干旱，，科特派一线助减灾复产科特派一线助减灾复产

科技科技““及时雨及时雨””洒落干旱地洒落干旱地

万州、忠县和长寿等柑橘主产区选定 500 余亩

示范园进行了技术的试验示范，并对长寿、忠

县和万州等 5 个区县进行了“柑橘高温干旱灾

后和秋季管理技术”培训，培训相关人员 160 余

人，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挽救了柑橘的树体

和产量损失。

河南省安阳市坐落在河南省最北端，是一座拥有三千年历史与文化

的七朝古都。

在这座豫北小城中，踏上乡村企业振兴新征程的科技特派员们，脚步

从未停顿。近年来，他们在平凡的岁月中走过了怎样的不平凡？日前，

记者跟随科技特派员躬耕乡野、进企驻厂的脚步，聆听他们“点石成金”

的故事。

他们是种植户的“技术保姆”

华团长是安阳市内黄县二安乡铁炉胡村农户对华福平最亲切的称呼。

2018 年，河南省花生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到内黄的田间地头进行指导，

华福平担任团长。

“华团长，俺的花生地下害虫蛴螬严重，荚果都被啃食了，咋办？”在内黄

县二安乡铁炉胡村，看着自家地里花生的长势，村民胡东顺犯了愁。“建议第

二年用药剂拌种，在开花期用毒死蜱和粗沙掺和均匀撒施在花生陇间并浇

水。目前距花生收获还有一段时间，可用低浓度辛硫磷灌根，挽回部分损

失。”华福平为其连连支招。

今夏持续高温高湿，如何科学指导农民做好花生关键节点的田间管理，

让秋季农作物茁壮生长、丰产丰收更有保障，成为河南省花生产业科技特派

员服务团一行人最牵挂的事。

“科技特派员就是我们种植户的‘技术保姆’，有什么不懂他们都会教我

们，我种了 300亩花生，前段时间花生黄化严重，用了华团长推荐的药，只喷

了一次，效果就特别明显，我现在对种花生满怀信心。”内黄县赵村村民赵信

岗说。

据了解，华富平带领团队通过送科技下乡，既帮助农民解决了花生生

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又对农民进行了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花生种

植技能，积极推进内黄县花生产业发展，为产业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4 年来，该团队累计为该县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种地大户、科

技示范户等科技服务 105 次，发放花生生产技术资料 14000 余份，攻克多

项技术难题。

在内黄乡村，像华富平这样的“技术保姆”随处可见。

8 月初，内黄县连日高温多雨造成辣椒病害严重，大面积萎蔫枯死，这

可急坏了科技特派员李鹏涛、韦洋洋和王涛。他们当即邀请中国农业科学

院棉花研究所病害防控与风险评估创新团队的专家赴内黄县，深入田间地

头进行科技帮扶。

同为科技特派员的安阳市农业科学院特色蔬菜研究所（以下简称特色

蔬菜所）研究员常法平和副研究员齐光荣，结合实地考察情况，针对辣椒种

植现状及病害发生情况，也提出了辣椒病害防控补救措施；科技特派员、特

色蔬菜所研究员朱荷琴课题组还向农户赠送了“中棉菌乐土”微生物菌剂，

并详细讲解了使用方法。

为企业纾困解难“把脉”开方

2019年，安阳市科技局选派了一个 4人的科技特派员团队，与安阳九头

仙艾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头仙艾业）实施结对助企行动，安阳工学院生

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教授张坤朋正是团队成员。

开展服务后，张坤朋与团队找准了公司产品“病症”所在：市场门槛

低，竞争日趋激烈，利润普遍不高；缺乏精细化加工艾草产品，未能对

艾草的其他功能性作用开展深入研究……经过多次研究，张坤朋与团

队为企业开出“药方”：采用场强化萃取技术，对汤阴北艾中的有效成

分进行精细化提取研究，在保留活性、提高萃取率方面进行技术创新；

进行汤阴北艾的全基因组测序，研究艾草提取物的活性成分在杀虫、

抗炎、提高免疫力等方面的应用，并协助企业建设了北艾博物馆和艾

草标本馆。

3年来，张坤朋团队先后与九头仙艾业、安阳盛之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协议，联合成立北艾产业学院，开展北艾天然产物有效成分应用研

究。目前已经开发了多款北艾新产品，建立了艾草示范基地 1亩，辐射带动

安阳县瓦店乡师良村艾草种植面积 50亩，为汤阴北艾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技

术支持。

在安阳，科技特派员的身影随处可见。

安阳莱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阳莱工）获批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

1 项、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 1 项，获得国家专利 13 件，并获

得安阳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安阳工学院科技

特派员赵亚东多年来当好企业的“服务员”、项目的“施工员”、政策的“宣传

员”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赵亚东与安阳莱工长期在高档数控机床关键功能部件——电主轴领域

长期开展合作，主要解决主轴结构多目标优化设计及可靠性、主轴动态性能

方面的关键技术问题。赵亚东还协助企业申报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河南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安阳市工程技术中心，极大提高了企业知名度和产品

核心竞争力。

320名科特派送技送智解民忧

近年来，安阳市高度重视科技特派员工作，选派了一批掌握专业技术、

年富力强的博士、教授等专家学者，深入农村一线，服务农业科技发展。今

年，为了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优化科技人员服务企业模式，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企业发展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安阳市把科技特派员

的选派工作向工业企业延伸，从高校院所中选派工业科技特派员，到重点工

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区开展科技服务。

为保障此项工作顺利进行，安阳市科技局制定局领导班子成员及相

关干部分包联系科技特派员的工作制度，加强与科技特派员沟通对接，

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与科技特派员签订目标协议，对科技特派员

促进成果转化、引进高端人才及项目资源等进行重点奖励，积极推进在

职称评定、项目承担、社会荣誉等方面，赋予科技特派员更高的社会地位

和福利待遇。

同时，安阳市还开展“千名博士进千企、千家企业进院校”活动，组织千

家企业负责人进院校培训创新意识、创新思路和创新方式，与中国青年博士

联盟进行合作交流，为安阳市发展提供科技研发、人才引进、成果转让、企业

孵化、战略规划咨询、科技指导培训、科技企业资质认证等系列服务。截至

目前，安阳市共有 2个省级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18个市级科技特派员服

务队，共派出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 320名。

躬耕乡野、进企驻厂

他们让“创新之花”绽放豫北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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