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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有包含11位台

籍技术人员的7个科技特派

员团队到福建邵武市开展服

务。依托多个闽台农业基

地，邵武市生产了近10个品

种的热带水果。台湾水果香

飘邵武，一个个成功的科技

创业案例也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台籍人士到邵武发展，形

成了示范效应。

傅东跃
福建省邵武市科技特派员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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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带领乡亲致富奔小康，是我的奋

斗目标，也是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我将带领乡亲们齐心协力

推进李士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多轮驱动驶上乡村振兴

“快车道”。

齐永新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凤岭乡李士村党支部书记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银开涌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经过热水冲泡，一朵菊花在杯中缓慢舒展，逐渐绽放。几分钟后，金黄

色的茶汤飘出阵阵清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五柳先生笔下的田

园风光，如今在河南内乡县、四川甘孜州理塘县和白玉县等地，已化为一幅

脱贫致富的实景图。

靠种菊花致富离不开科技特派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黄丛

林的帮助。

黄丛林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高考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北京农业

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专业。从此，黄丛林与菊花结下了不解

之缘。

作为功能性菊花科研领域的开拓者，黄丛林带领研发团队建立了国内

一流的菊花种质资源保存中心；建立了由“育种技术研发—种子种苗质量控

制和繁育技术研发—栽培和加工技术研发”构成的完善育种技术体系，培育

了国内第一个审定的茶菊品种“玉台 1 号”、国内第一个审定的食用菊品种

“白玉 1号”，结束了国内无食用菊花审定品种的历史；“玉台 1号”种植面积

占全国茶药菊种植面积的 30%。

最初，为了挑选甄别能吃的菊花，黄丛林和同事们从200多种大花型菊花

品种里一一试吃，选出好看的、口感好、易养的再做营养保健成分分析，最后列

入可食用范围。目前，黄丛林团队的食用、茶用菊花研发水平国内领先，先后

培育了150多个菊花新品种，还研发了菊花茶、菊花菜肴和食品、菊花酒、菊花

日化护肤品、菊花家纺产品、菊花香品等六大类菊花相关产品40多个。

为了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扶贫一线，帮助老百姓增收致富，助力国家贫困

县发展特色产业，黄丛林扶贫脱困的脚步遍布全国各地。

近年来，黄丛林在不同海拔地区小块试种，最终验证了理塘县和白玉县

适合发展菊花产业，并建立了理塘县青藏高原功能花卉研发中心黄丛林博

士工作站和白玉县北京市功能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藏菊分中心。

科技支撑，科技引领，黄丛林团队除了进行研发、试种工作外，也在积极

与企业合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了“菊之家”“郦邑贡菊”“四海高山胎菊”

“平谷西柏店食用菊花美食文化节”“四季花海”等种业、产品和景观品牌，带

动当地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打造了国

内第一家菊花专类上市公司——天隆（南阳）茶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这头茬菊花已全面盛开，我请了 20多个人一起采摘，乡里的菊花加工

厂正等着收购呢。”内乡县岞曲乡清泉村村民付红敏今年种植了 280多亩万

寿菊，7 月中旬开始采摘，看着收获的大堆大堆金灿灿的菊花，他乐得合不

拢嘴，激动地说：“以前种菊花都是为观赏，没想到现在能当庄稼种，可以挣

钱致富了！”

“没想到在家门口也能打工，我一天采花能挣 60 元工钱呢！”在付红敏

菊花种植地里打工的工人说。

从应用基础研究到菊花育种，然后走村入户，和农民交朋友，黄丛林将

扶贫当成一项事业，也在工作中表达着作为农业科研工作者的情怀以及对

农民的感情。“研究成果能应用到扶贫一线，帮助老百姓增收致富，助力国家

贫困县发展特色产业，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也体会到作为科研人员的自豪

感。”黄丛林说。

如今，黄丛林及其团队打造的菊花种植示范基地菊花盛开，形成了“百

里菊花长廊、万亩金色花海”的动人景象，映衬着菊农幸福的笑脸。欢声笑

语时时飘荡在金花烂漫的田野上。

黄丛林：

菊花朵朵铺就致富路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的大型纪录片《征程》第一集《攻坚的

脚步》中，讲述了以脚下沾泥土、心中有真情的大个子农业技术员陈立宏为

代表的广大科技特派员和驻村帮扶干部坚守基层一线，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的故事。其中，科技特派员、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园艺技术工作站农艺师陈

立宏备受关注。

陈立宏是一名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多年来，他痴情“三农”事业，用自

己的智慧和汗水为古浪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服务。

记者见到陈立宏的时候，他正在农户的棚中查看瓜苗的长势。“日光温

室里湿度、温度不好控制，有些农户日光温室里的蔬菜苗会出现霜霉等症

状。”陈立宏说。每到这个时候他便会挨家挨户“送诊”上门。

作为一名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陈立宏不畏严寒酷暑，认真进行农业技

术服务。在日光温室大棚中，他刻苦钻研，任劳任怨，用智慧和汗水为全县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贡献力量。

从 2012 年开始，古浪县实施黄花滩生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先后

建成西靖镇阳光新村、干城乡富民新村等 12个移民新村和 1个绿洲小城镇，

来自 11 个乡镇 73 个贫困村的 6.24 万名群众从南部山区搬迁到黄花滩移民

区安置了下来。帮助搬迁群众积极发展日光温室精细果蔬种植等为主的设

施农业，随之成为了当地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对于大部分搬迁群众来说，

日光温室蔬菜大棚只在电视上见过，教会搬迁群众经营种植蔬菜大棚，成为

了科技特派员最为重要的任务。

针对全县日光温室蔬菜产业发展的需求和搬迁农户的心愿，陈立宏结

合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实施，通过专题讲座、现场指导、微信视频等方式，累

计对农民进行了 160多场（次）的培训，培养基层技术骨干 200多人。先后引

进推广优良蔬菜新品种 40 个，推广日光温室种植绿肥改良土壤、高垄全膜

覆盖栽培、种子干热处理育苗、水肥一体化栽培等 21项综合配套技术。

“我从 2018年搬迁后进行大棚种植，最开始怎么都种不好，后来在陈老

师手把手教我们种植。在他的指导下，我学到了不少的技术，收入也越来越

好。”富民新村村民何振田说道。

陈立宏坚持吃在大棚、住在大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简洁明了的方

式，面对面讲、手把手教，指导农户起垄、栽苗、整枝、施肥，及时解答农户在

蔬菜栽培生产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技术问题。

“作为一名农业一线的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 20余年，我和我的团队精

心研究日光温室栽培技术，倾情服务移民区产业发展。通过培训、示范，我

们为群众提供了蔬菜种植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指导。”陈立宏说，“成

绩只能代表过去，我们只有在农业科技服务中不断努力、不断突破、不断超

越，才能更好地完成科技特派员的神圣使命。”

陈立宏：

大棚里“种”出移民区好生活

最近，宁夏有位科技特派员出了名——作为

来自基层的农民代表，他参加了党的二十大盛

会。他就是固原市隆德县凤岭乡李士村党支部

书记齐永新。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齐永新一路走来，

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者，更是受益者。

十年前，李士村是出了名的“空壳村”，产业

基础几乎为零。齐永新带领村民发展草畜产业，

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建起了古方酿醋厂、土方

榨油坊、小杂粮加工厂、爱心超市和农机服务站，

村集体经济 5 年收入达到 544 万元，村民也成为

股东参与经营分红。

“我将带头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带领乡亲们齐心协力推进李士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多轮驱动驶上乡村振兴‘快

车道’。”齐永新说。

来到凤岭乡李士村，会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农

村。

宽阔的道路、整洁的院落、漂亮的文化墙，还

有馨香四溢的手工醋厂和胡麻油坊，让人眼前一

亮。而这里家家户户都会的手工酿醋工艺，是村

民的传世家业，有 600 多年历史，在明清两代声

名远扬。

但谁能想到，曾经的李士村，守着好传统手

艺却没饭吃。

今年 58 岁的齐永新，在李士村党支部书记

的岗位上已经干了整整 18年。2004年他刚上任

时，李士村处于“空壳村”状态，产业发展不明晰、

百姓日子过得不富裕。

如何让乡亲们尽快摘掉穷帽子？身为科技

特派员的齐永新，把目光投向了产业。

全国脱贫攻坚战集结号吹响后，齐永新结合

李士村土地多、人口少的特点，决定把草畜产业

作为主攻方向，动员村民大面积种植牧草，养殖

肉牛。

在李士村“两委”换届时，3 名政治素质好、

奉献意识强、群众基础优、致富本领高的年轻

党员和乡土人才充实进了领导班子，同时，李

士村还培养了多名致富带头人，老百姓看到了

实实在在的发展前景。在全村 52 名党员和 24

名致富带头人的带领下，李士村发挥科技特派

员的优势，率先成立了养牛专业合作社，建起

标准化养殖牛棚，改变传统生产方式，自主发

展养殖业。

“短短两年时间，养殖户的收入就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其他村民一看，行动自然就跟上

了。”齐永新说。

目前，李士村已建成标准化牛棚 42栋，吸纳

社员 103 户，基础母牛存栏量 618 头，15 头以上

养殖户达 21 户，草畜产业成了李士村老百姓增

收的主导产业。

2016 年，齐永新从隆德县扶贫部门争取到

5 万元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在村里办了一个

农资超市、一个手工醋坊。但刚开始办醋坊招

工的时候，村民们都不愿意来，怕醋坊付不了

工资。

“我们立下了‘军令状’，3 个月内保证兑现

承诺。如果到时付不出工资，村干部自掏腰包付

工资！”齐永新回忆说。当年，农资超市纯收入就

达到 1.8万元，醋坊纯收益达到 20多万元。李士

村多年来首次有了收入，这让村“两委”班子信心

更足了。

确定主要产业，让农民看见前景

尝到甜头的李士村村民，心头升腾起强烈的

发展愿望。

“要想带领群众奔小康，就必须强化组织

建设，以支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发挥出

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在齐永新看来，党员和科

技特派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是做好工作的关

键。

李士村成立了草畜产业、环境整治、农机服

务、村集体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劳务 6个功能型

党小组，以支部为中心辐射到各村组，由党员和

科技特派员带动附近农户，形成了“网络化覆盖、

功能型党小组带动”机制，让全村从无主导产业

村变成了草畜产业特色村。

在村民过上小康生活的同时，齐永新再次寻

找突破点。

2018 年，他组织村民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争取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 210

万元，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将闲置的旧校

舍陆续改造成土方榨油坊、小杂粮加工厂等经

济实体。

完善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是新时

代赋予科技特派员的使命。齐永新在李士村成

立了农机服务队，为周边种养企业、合作社、大户

及个体农户优惠低价提供深松、旋耕、覆膜等作

业服务。

有了一个个产业的支持，如今李士村村集体

经济实现总收益 544万元，其中纯收益 165万元，

每年年底全村 365 户 1155 人，每人都能得到 200

元分红。

资源变资产，资金成股金，农民当股东，收益

有分红。

“我做梦也没想到，传承多年的老手艺成

了我致富的新手段！”今年春节前，村民齐书

文 从 村 集 体 财 务 室 领 到 6 万 元 分 红 ，高 兴 得

合 不 拢 嘴 。 齐 书 文 是 李 士 村 醋 厂 技 术 把 关

者，也是非遗项目古法酿醋第四代传承人，有

着多年的酿醋经验，技术娴熟。为了打造“朱

庄河”纯手工土方醋品牌，在科技特派员的带

动下，齐书文严把质量关，香味醇厚的纯手工

醋在周边村组供不应求，他也因此拿到了丰

厚的“技术股”。

如今，李士村年产醋 100吨、胡麻油 20吨、杂

粮面粉 20 吨，在隆德县县城建立两处固定营销

点，产品销往银川、兰州、平凉等地。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长期用工人员达到 18 人，临时用工也有

16人，人均月工资 2800元左右。

完善科技服务，壮大村集体经济

“煮曲、制曲、煮颗子、发酵、拌曲、淋醋，我们

全部采用手工制作，确保每一滴醋的品质。”齐永

新一边介绍，一边用木棒搅动发酵缸，只见乳白

色的液体冒着泡上下翻涌，浓烈的醋味一股股地

扑入鼻腔。

虽然传承的是古法，但作为科技特派员，齐

永新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如何依靠科技让酿醋、

榨油、石磨面粉等老工艺获得新生。

在齐永新的谋划下，李士村结合现代沉淀

过滤、精炼提纯、高温杀菌、流水线灌装等技

术，采购当地农户种植的玉米、胡麻、小杂粮等

农产品，积极发展手工食醋、土方胡麻油、石磨

杂粮粉加工。

“为满足消费需求，我们打算建一条手工醋

生产线，专门生产保健醋。最近我们又在研发一

种可以拌凉菜的醋，市场调研显示，需求应该比

较大。”齐永新告诉记者。

此外，李士村注重品牌引领，按照“统一品

牌、统一设计、统一制作、统一包装、统一监管”

原则，注册了“六盘·凤岭八珍”特色农产品品

牌，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市场影响力

和竞争力。

齐永新还深入挖掘刺绣等民俗文化潜力，对

石磨荞麦粉加工底料、薛岔村集体经济生产的桃

核再利用，发展荞皮枕头、桃核枕头加工产业，年

产枕头 2000个。

产业有了，农民富了，村子美了。

李 士 村 发 生 了 巨 大 变 化 ，变 成 了 产 业 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美丽村

庄，获得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首批全国村

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村、自治区文

明村等荣誉称号。2021 年，李士村党支部也

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齐

永新则先后获得全区扶贫开发脱贫致富带头

人、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全国劳动模范等多

项荣誉。

“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带领乡亲致富奔

小康，是我的奋斗目标，也是这辈子最大的幸

福。”齐永新说，他要把这份信任化为履职动

力，苦干实干，作好示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

美满。

依靠技术创新，老手艺迎来新生

产业上下功夫产业上下功夫，“，“空壳村空壳村””打赢翻身仗打赢翻身仗

“我们‘驯化’的台湾凤梨释迦开出了非常

漂亮的花，有些凤梨树已经结果，这意味着福

建省邵武市成为成功移栽台湾凤梨释迦的地

球最北纬度（北纬 27.3°）地区。”11 月 18 日，科

技特派员陈清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陈 清 淇 是 台 湾 水 果 莲 雾 、释 迦 的 技 术 专

家。他对台湾水果的产期调整和抗逆性有数

十年研究经验，拥有多项专利。陈清淇发起

组建了由中国台湾籍科技特派员吴记、台胞

蔡志阳等组成的科技服务团队，他们南果北

种，让台湾近十个品种的热带水果扎根邵武，

带动周边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提升经济效益，

推动邵武农业高质量发展。2021 年，该科技

服务团被福建省科技厅评定为福建省科技特

派员团队。

南果北种，在邵武发展
台湾新品种

“南果北种是我一生的梦想，恰逢邵武地

理位置好，项目好，对人才的服务更好，所以

我选择留在了这里，开始二次创业。”陈清琪

感慨道。

“2021 年台湾凤梨释迦落户邵武后，经历了

两次极端严寒天气的袭击，当时最低温度达零下

9 摄氏度，这对台湾引进的树种是极大考验，而

防寒（适应性）驯化技术正是我长期以来的研究

项目。”说起台湾水果的种植和“驯化”，陈清淇滔

滔不绝。

台湾凤梨释迦是一种热带水果。由于台

湾和闽北冬季的温度相差较大，因此台湾凤梨

释迦等台湾水果无法适应闽北的气候。为了

让台湾水果抵抗霜冻，陈清淇十几年来坚持不

懈地研究台湾水果的栽培管理技术。经长期

实践，他总结出了台湾水果产期调整（反季节

水果）、矮化抗风、防寒（适应性）驯化以及修剪

等一批先进适用技术，这些技术也终于在邵武

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

在城郊镇芹田村，由陈清淇投资建设、占地

300 亩的邵武市大铺山闽台生态农场，现代化农

业设施齐备。闽台生态农场通过智能大棚种植

凤梨释迦、莲雾等台湾水果，并配套建设了蓄水

池、生态循环堆肥厂等智能化设施。陈清淇计划

将把新技术、新品种进行推广示范，带动周边农

户调整种植结构、提升经济效益，推动邵武农业

快速、健康发展。

对于在邵武发展台湾新品种，陈清淇充满信

心。今年，他和科技特派团队还成功种植了

2000 棵台湾莲雾，目前已陆续开花。“我们今后

将以大铺山作为基地，‘驯化’更多优质台湾品

种，吸引更多台胞台企来邵追梦筑梦，写好闽台

农业融合文章。”陈清淇说。

果香弥漫，形成创业示
范效应

今年 8月，个头大、色泽鲜亮、味道甜美的黑

糖芭比莲雾挂满枝头，果香弥漫，100 多亩黑糖

芭比莲雾进入成熟期，邵武市拿口镇竹前村山溪

农业基地（以下简称山溪农业基地）里呈现出一

派丰收景象。

一 个 偶 然 的 机 会 ，山 溪 农 业 基 地 负 责 人

曾文才接触到黑糖芭比莲雾。一听这个水果

的名字，曾文才就产生了很大兴趣，还萌发了

创业的想法，他决定把这个品种的莲雾从台

湾引回老家竹前村“驯化”种植。曾文才经过

前期调研，了解种植环境，在自己的基地搭起

了大棚，并且聘请科技特派员团队到基地进

行指导。

在科技特派员团队的帮助下，经过 5年的科

学种植，黑糖芭比莲雾终于结果了。邵武温暖湿

润的气候，加上优质的黑糖芭比莲雾种苗，以及

科技特派员细心周到的服务，山溪农业基地生产

的莲雾品质优良，口感香甜，市场零售价达到了

60元一斤。

目前，山溪农业基地生产的黑糖芭比莲雾已

经打开了市场，新鲜采摘的莲雾经包装后，直接

从田间地头送到各地市场，不仅得到了众多消费

者的认可，也获得了业内专家、果蔬行业专业人

士的称赞。曾文才表示，他还将和科技特派员团

队合作，扩大黑糖芭比莲雾的种植面积，力争将

竹前村打造成“莲雾村”。

邵武市科技特派员站站长傅东跃说，据不完

全统计，邵武市科技特派员去年以来推广农业技

术 319 项，服务农户 6471 户，并帮助 4415 户农民

实现了增收。

“如今，已有包含 11 位台籍技术人员的 7 个

科技特派员团队到邵武市开展服务，依托邵武市

大铺山闽台生态农场、肖家坊精致农业基地、闽

台热带水果采摘园等农业生产基地，邵武市生产

了凤梨释迦、莲雾、龙眼、阿里山脆梨等近 10 个

品种的热带水果。邵武市周边地区及毗邻的江

西等地人员都纷纷前来学习取经。台湾水果香

飘邵武，一个个成功的科技创业案例也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台籍人士到邵武发展，形成了示范效

应。”傅东跃说。

他们让热带水果扎根福建南平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凤岭乡李士村党支部书记齐永新（左一）带领乡亲们齐心协力推进李士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多轮驱动驶上乡村振兴“快车道”。 本报记者 王迎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