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叶 青

作为一名设施农业方面

的科技特派员，就是要不断

在田间地头发现问题，然后

努力解决问题，给农户送上

克服生产困难的密钥。我有

责任为设施大棚种植户进行

科技服务，为农户实现优质

高产保驾护航。

孙先鹏
科技特派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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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州市科技局利用东西部协作机制，拉开了东西

部科技特派员跨省区服务的序幕，由具有专业优势的“高开国

们”带队，向贵州省安顺市、毕节市、黔南州等地区输送广州的

创新理念、领先技术、优秀科研人才、优质科研平台，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典型派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张春雷 王琴琴

“今年我又流转了 5 亩撂荒地，总共种植了 30 余亩冬小麦，而且都是通

过机械化种植。这不仅加快了播种速度，也省了很多劳力财力。在专业的

技术人员指导下，现在冬小麦长势特别好，出苗率也很高。”12月 19日，甘肃

省定西市漳县东泉乡新东村种植大户孙桃平告诉记者。

时下，走进东泉乡，成片的冬小麦出苗显行，放眼望去，绿油油的麦苗犹

如“绿色地毯”铺满大片农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丰收可期的喜人景象。

进入冬季，寒意渐浓，为确保小麦安全越冬，漳县积极组织科技特派员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群众检查出苗情况，科学制定施肥方案，因苗实施分类

管理，确保冬小麦安全越冬，为来年丰产丰收夯实基础。

用专业服务解决技术难题

“帮助群众丰产丰收是我们科技特派员的职责和使命。”科技特派员李

向永说。据了解，今年以来，漳县科技特派员积极投身全县撂荒地整治和冬

小麦选种、播种、管理全过程，在对农户开展病虫害防治、施肥等技术指导的

同时，认真解决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赢得了广大农户的一致

好评。

在冬小麦种植过程中，漳县通过“支部+合作社+农户”“合作社+种植大

户+分散农户”等模式，及早谋划落实冬小麦种植地块、面积，合理规划冬小

麦区域布局，并通过入户宣讲、乡村大喇叭等大力宣传国家支农惠农政策，

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种植冬小麦的积极性。

“为确保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今年东泉乡共播种冬小麦 1500

亩。”东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李葆峰说。东泉乡积极对接科技特派员，不断

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指导冬小麦种植户进行冬小麦施肥、浇水、病害防

治等田间管理，确保冬小麦实现增产增收。

近年来，漳县结合全县撂荒地整治工作，通过机械化种植、科学化管理、

技术性指导，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面保障

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漳县种植冬小麦7.5万亩，按照往年情况，亩产600斤左右。通过我

们的技术指导，亩产可以提高11.9%，冬小麦亩产值1000元左右，20亩以上的

种植大户通过种植冬小麦可以增收2万元以上。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的

作用彰显出来了。”漳县农技中心主任、定西市优秀科技特派员范爱平说。

完善制度向振兴“发力”

为冬小麦种植提供科技支撑是漳县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

影。

为了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在推进乡村振兴、助农增收中的关键作用，漳

县调整选派 156 名科技特派员深入村、企业、合作社开展科技服务，为科技

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科技特派员是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我们

从农业、水利、畜牧、林业、企业以及乡镇基层站所遴选专业技术人员，组建

了全县科技特派员队伍，深入企业、村社开展技术培训、科技指导等服务，以

科技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漳县科技局局长刘子彬介绍说。

“作为全县科技特派员中的一名，我经常在田间地头指导群众开展病虫

害防治、种养殖技术指导，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科技特派员田永江高兴地

说。他牵头组建的“漳县牛羊寄生虫病防治科技创新团队”被评为定西市第

二批科技创新团队，他本人也被评为定西市第二批科技领军人才。

据漳县科技局负责人介绍，为了调动科技特派员工作积极性，全县鼓励

支持科技特派员创办科技型企业，积极申报科技项目。同时，不断加强对科

技特派员的监督管理，制定了《漳县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和《漳县科技特派

员量化考核办法》，强化科技特派员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督管理、派出单位协

助管理、服务单位日常管理，督促科技特派员规范有效进行科技服务。

服务冬小麦种植全过程

为来年丰产丰收夯实基础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江西省抚州市科技局着力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努力打造基层一线科

技创新的服务站点，深入解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问题，为广大科

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抚州大地上”提供了广阔舞台。2022年，抚州市选派

了科技特派团 31 个、科技特派员 370 名，实现对全市 11 个县（区）的省级贫

困村科技服务全覆盖。

抚州市专门成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的

作用。在今年干旱期间，科技特派员采取进行集中抗旱减灾技术培训、发放

科学防旱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动员农户尽早通过抗旱浇灌、防虫养护、科

学施药等方式进行生产自救。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抗旱服务 4000余人次，

服务受旱灾乡镇 55个、村庄 196个，服务带动受旱灾农户 3000余户，为受旱

灾地区引进新品种 13个，推广新技术 11项。

抚州还搭建了互动平台，提升项目质量，让科技项目“多”起来。该市鼓

励支持科技特派员围绕全市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企业创新需求进

行立项服务，批准了 13个 2022年市级科技计划项目。该市还推荐并获批 1

个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荐 1家企业获批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为营造创新氛围，打造优质服务，抚州开展了云端指导助春耕。抚州市

科技局推行“云特派服务”模式，通过网络微信、QQ、电话等方式，开展科学

防控知识宣传、在线咨询与技术指导等线上服务 3000 余次，指导与帮助农

业企业、合作社、农民等解决生产技术问题 20余个，助力春季农业生产。不

仅如此，科技部门还聚焦“群众需求”，该市科技局组织科技特派员深入宜黄

县二都镇开展早稻生产技术指导，解决了种植户提出的采用“稻—稻—菌”

种植生产模式中羊肚菌产量不高的技术难题等。

记者还了解到，抚州市科技局围绕各县（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科

技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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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充分发挥优秀科技特派员传、帮、带、扶的作用，切实打造了一

支扎根基层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科技特派员是科技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下一步，抚州市科技

局将以培养新一代有技能、懂科技、高素质的现代农民为目标，将科技与乡

村“零距离”对接，真正把创新的动能扩展到田间地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科技与乡村“零距离”对接

创新动能向田间地头扩展

◎本报记者 魏依晨 通讯员 周伟翔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天气的影响，陕西

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在生产中遇到比较多的问题，

多亏科技特派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副教

授孙先鹏及时指导，帮助园区企业渡过难关。而学

校和企业联合研发的智慧农业系统，不仅降低了工

人的劳动强度和人工成本，而且实现了对温室环境

的精准调控，极大地提升了坐果率，为提质增效奠

定了基础。”12月12日，陕西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

（以下简称杨凌示范园）总经理马辰运说。

设施大棚生产过程中，除了通风换气、浇水

施肥，还要随时根据大棚内外的气温变化采取应

对措施，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尤其冬季过年期

间，正是大棚生产最热火朝天的时候，农户忙得

连走亲戚的时间都没有。

“科技特派员就是要不断在田间地头发现问

题，然后努力解决问题，给农户送上克服生产困

难的密钥。”孙先鹏说。孙先鹏 2010年进入设施

农业工程领域，开始进行温室建筑环境方面的研

究，他表示，作为一名设施农业方面的科技特派

员，他有责任为设施大棚种植户进行科技服务，

为农户实现优质高产保驾护航。

AI技术让农户实现轻松
管理温室

“离不开人是目前设施农业发展的瓶颈，也

是设施农业科技特派员亟须解决的第一要务。”

孙先鹏说。

在我国，土地集约化程度低，农户通常使用

单跨温室大棚进行农作物种植。在生产过程中，

农户摸索建造出蓄热和保温性能良好的厚土墙

日光温室，并配合使用保温被，让北方大多数生

产地区的温室大棚无需加温也能安全越冬。不

过，这种温室的尺寸、材料

五花八门，管理基本是农

户凭经验进行。

孙先鹏一直在思考，

能否找到一种方法解决我

国非标准化温室大棚的自

动化、智能化管理问题，让

普通农民便捷地实现智慧

化温室管理。

针对陕西省几种效益

较好的产业，孙先鹏开展

了设施冬枣、设施阳光玫

瑰葡萄、设施火龙果、设施

樱桃四种作物的智慧化温

室种植研究，以期建立人

工 智 能（AI）辅 助 种 植 策

略。他与河南田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技术

合作，共同研发出了基于 AI 技术的设施农业远

程智慧化管理系统“棚掌柜”。通过 AI技术，“棚

掌柜”能实现不同类型和结构温室大棚的环境远

程及智能化调控，同时系统强大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确保农户可以轻轻松松管理温室。

“棚掌柜”大大降低生产
和管理风险

今年 3月，杨凌气温骤降。彼时正是设施大

棚樱桃果实生长的关键时期。孙先鹏整天都在

杨凌示范园，与园区农技人员交流气温骤变时的

应对办法，并对研发的“棚掌柜”进行实际应用效

果测试。

马辰运告诉记者，杨凌示范园种植了 41 棚

樱桃和 68 棚葡萄，过去园区大约需要 60 名员工

负责这些温室大棚的管理，尤其是低温高湿时期

的除湿以及高温时期的通风降温，稍不注意，就

会造成管理事故导致减产甚至绝收。

2021年，马辰运从孙先鹏那里得知了集成设

施樱桃和葡萄管理栽培方法的“棚掌柜”，便迫不

及待地给杨凌示范园安装了两台。马辰运说：“通

过 3个月的实验，发现‘棚掌柜’大大降低了管理

事故的发生、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对企业来

说，这不仅减少了人工成本，而且大大降低人工管

理的风险。经过测算，如果给杨凌示范园 100多

栋温室大棚都装上‘棚掌柜’，仅一年节约的人工

成本就可达75万元，增产增效200余万元。”

陕西渭南大荔县是陕西省设施冬枣产业大

县，设施冬枣面积达30余万亩。2021年，大荔县承

担了陕西省农业农村厅“设施农业全程机械化示范

县”项目，作为该项目组成员，孙先鹏开展了智慧农

业技术应用实验与推广。目前，大荔县设施冬枣种

植户已经安装了500多套“棚掌柜”，农户增效100

余万元。“我们再也不用时时蹲守在大棚里，无论身

处哪个角落，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管理大棚生产。”

安装了“棚掌柜”的农户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棚掌柜”已在北方 13 个省进行示

范推广，推广面积 2.5 万余亩，带动农户 1.3 万余

户，增效 6000余万元。

在孙先鹏看来，服务国家设施农业发展战略

需求，助力乡村振兴是科技特派员的使命。下一

步，孙先鹏计划针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继续开

展特色作物设施种植环境精准调控技术的研究，

让农民真正成为温室大棚管理的“甩手掌柜”。

他研发的AI技术助农民变大棚管理专家

近期，全国大部地区出现大幅降温，广东省

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开国放

心不下远在千里之外贵州省黔南州的养殖户，他

多次和当地养殖户联系并逐一了解猪舍仔猪的

健康情况。

高开国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广州市农村科

技特派员。两年前，他来到黔南州，创新“传帮

带”模式，攻克生猪养殖难点，助力农民增收，促

进生猪养殖转型升级。近年来，广州市科技局利

用东西部协作机制，拉开了东西部科技特派员跨

省区服务的序幕，由具有专业优势的“高开国们”

带队，向贵州省安顺市、毕节市、黔南州等地区输

送广州的创新理念、领先技术、优秀科研人才、优

质科研平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的“钱袋

子”鼓起来。

生猪产业是黔南州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但

养殖规模化程度不高，可复制推广的技术规程缺

乏，导致农户生猪养殖成活率低下。

“我们初到黔南州瓮安县调研时，发现当地

原来家家户户养生猪，遭遇非洲猪瘟后，生猪差

不多都死了，损失较大，大大打击了农户的养殖

信心。”高开国回忆道。

经过深入走访，高开国为当地养猪业开出一

则“良方”：利用科技特派员现有的科研成果，筛

选出适合黔南州地区的生猪养殖技术，同时因地

制宜，创新模式，围绕疫病防控、营养配方、饲养

管理、废弃物处理等，开展生猪健康养殖关键技

术集成攻关，形成可复制的“研发+公司+合作社

（小区养殖）+科技特派员+农户”示范模式。

“这种模式，一方面保证了养殖技术能覆盖

到最基层的养殖户，另一方面借助龙头企业购销

平台，保障生猪销路，降低农户市场风险。”高开

国说，“有了明确的链条式养殖模式后，农户完全

没有后顾之忧，自然也有信心重拾养殖业了。”

2020 年 12 月，这则“良方”获得广州市农村科技

特派员科技帮扶项目支持，实施时间三年。

近年来，广州市科技局充分发挥广州农业科

技资源优势，支持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以科技

帮扶项目对接服务方式与贵州省精准对接合

作。目前，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与贵州省安顺

市、毕节市、黔南州开展的科技帮扶项目累计已

有 43项。

“科技帮扶项目的优点，在于更能把资金用

到刀刃上。”高开国说，比如针对粪污废弃物处

理，他们专门安排了部分项目经费，委托当地公

司建标准化养殖场，保护好生态环境。

科技帮扶项目逐渐改变了黔南州的生猪养殖

状况，农户从原来养不活猪、一养就亏本，到目前不

仅养得活，而且养得好、能赚钱。黔南州瓮安县龙

蟠村合作社的生猪成活率高达96.2%；生长速度加

快，上市时间缩短7—8天；带动总收益达到100万

元，平均每户增收1.2万元。更关键的是，农户养殖

信心和养殖技术水平双双提高。高开国表示，未

来，科技帮扶将持续实施，努力实现既促进黔南州

生猪养殖转型升级，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科技帮扶解忧，为生猪产业开良方

在毕节市的山上，金黄的刺梨果挂满枝头。

可几年前，当地老百姓对种植刺梨果并不热心。

“毕节的刺梨果过去以农户小作坊加工为

主，只是简单用来制作果脯、酿酒等，产品附加值

低，难以形成规模化加工。此外，刺梨鲜果苦涩，

不好销售，所以，农民的种植积极性较低。”广州

市农村科技特派员、广东省农科院蚕业与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研究员余元善说。

在广州市科技局的支持下，余元善多次前

往毕节，详细调查分析了毕节不同地区、海拔

的刺梨果实的营养成分。他发现不同地区、海

拔的刺梨果实营养成分存在较大差异，差异原

因涉及品种、气候、水分等多种因素。调研为

后期根据刺梨果实营养特点进行精准加工奠定

了基础。

“我们提出两个发展思路：一是开发植物茶

饮料，二是发展刺梨精深加工产业。”余元善说。

之后，他和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当地企业合作，研

加强人才支援，小刺梨做成大产业

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广州市农业科学院

（以下简称广州农科院）副院长戴修纯介绍，4 年

前，广州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的广州市农村科

技特派员团队，前往黔南州惠水县开展优质水稻

引种示范项目。针对贵州高海拔山区水稻产量

低的现状，引入“滇杂 31”“滇禾优 615”等水稻良

种，最终创下每亩 580 多公斤的高产纪录，实现

亩增产近 1 倍，人均增收 3000 余元，打破了冷凉

山区水稻长期低产的“魔咒”。

去年，广州市科技局、广州农科院继续推动

高产冷水稻良种在黔南州贵定、惠水、平塘等 5

地推广种植 7000 多亩，惠及农户 2773 户、11092

人，新增经济效益 1296 万元，500 余名基层农技

人员和农户掌握了优质稻栽培技术。

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不仅引进“一粒种

子”，保障贵州粮食生产安全并增收；还创办“一个

基地”，加快良种良法良机推广。依托广州国家农

业科创中心和广东省、广州市农科院等单位与黔

南州农业科学院合作，建立东西部协作良品良种

示范引种基地，推动贵州绿色有机、无公害蔬菜资

源与粤港澳大湾区优质蔬菜需求的有效对接。

“基地已于 2021 年正式运营，首批 243 个示

范引种蔬菜优良品种中，有 75 个来自广州。引

种试验中表现突出的广州玉米新品种‘广黑甜

糯’已推广到贵州多县种植，取得初步成效。”

戴修纯说。

在 2022 年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情况下，广

州市科技局持续深入推进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

推动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帮

扶协作地区的农民解决各类技术难题。华南农

业大学牵头与安顺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合作了“蜂

糖李优质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及示范推广”项目，

形成高效的蜂糖李优质丰产栽培技术，选育出果

实品质优、丰产稳产性强的蜂糖李优系“一点

红”，亩产较常规蜂糖李增产 13.64%，实现亩产

增收近 4000元，促进贵州蜂糖李产业升级。

“我们还将在原有技术服务基础上，不断完

善和提升农村科技特派员服务制度，组织实施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项目，让贵州产业的路越走

越宽。”广州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瞄准产业所需，田地增收农民致富

他们为地方产业开“良方”，鼓起农民的“钱袋子”

贵州来了广州农村科技特派员贵州来了广州农村科技特派员

发筹建生产线。面对刺梨果汁容易变黑、果汁榨

取不充分等棘手问题，余元善和团队从设备选型

到工艺优化，逐一解决。他们研发的刺梨果汁加

工技术及其刺梨汁加工操作规程，在贵州恒力源

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推广应用后，使产品合格

率提升了 40%，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

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还深入毕节市的农

业企业和田间地头，传授天麻产业发展实用新技

术、新知识，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开展试

验示范，培育黄天麻近 4000 亩、乌天麻近 1100

亩，相比传统种植方法，每亩增收分别达到了

3500元和 4400元。

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在毕节辛勤工作，是

广州市科技局全面落实《广州市加强东西部协作

工作的实施方案》，着力搭建人才交流平台，加强

技术人才支援的工作缩影。据统计，广州市科技

局已累计派遣 78批次、200余人次的农业专家团

队赶赴帮扶协作地区，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技术培

训，共进行了技术培训 56场次，培训人员 6000余

人，派发科技资料 6000余册。

高开国在实验室优化黔南州地区的生猪养殖技术 受访者供图

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孙先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孙先鹏（（左左））为为
设施大棚种植户进行科技服务设施大棚种植户进行科技服务。。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