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彦云俯下身子，给马铃薯种植“四位一体

机”添化肥的时候，200 多亩试验田的埂子上，站

满了等着看笑话的村民。跟他一起忙前忙后的，

是宁夏科技厅驻村扶贫队员。

“放了膜就不能盖土，不然苗咋出来？几十

年都这么干，一点问题没有，他们就能得很。”

“咱们看这些专家到底顶不顶事……”

这是2019年初发生在六盘山腹地宁夏海原县

关庄乡高台村的一幕，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

生导师陈彦云至今对此记忆犹新。彼时，由科技部

与宁夏共同实施的“科技支宁”科技扶贫东西协作

行动共有5个项目，他是马铃薯项目课题负责人。

不过，随着该项目科技示范一体化体系的逐

步建立，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少。对于项目组引进

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老百姓从怀疑到接受，从认

可到推崇。

2022 年 12 月 14 日，宁夏公布 2021 年度科学

技术奖励名单，由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实施的“六盘山特困区特

色产业精准扶贫关键技术集成应用”项目，获得

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2018 年，针对宁夏脱贫攻坚急迫需求，科技

部联合宁夏实施“科技支宁”科技扶贫东西协作

行动。3 年多来，近百名专家及基层科技人员战

严寒、斗酷暑，实现生产效益 70.2亿元，增收节支

13.26亿元，带动贫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

11767元，在大山深处奏响科技扶贫最强音。

宣战·出战

当年毛主席创作“不到长城非好汉”壮丽诗

句的地方，就是六盘山。

作为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六

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涵盖了我国西北 61 个县

区、2000多万人口，是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这其中，有着 8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宁夏中南

部西海固地区，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1972 年

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

的地区”之一。

1975年，马铃薯项目首席专家程炳文还是一

位 10 岁的少年，他随父从山西长治搬到宁夏固

原，被这里与家乡不尽相同的风貌震撼到了。

山，望不到边。极长极深的山梁沟谷纵横交

错，起伏连绵，苍苍莽莽伸向远方，似乎就在近

处，却又远不可及。

更恶劣的是，当地年平均降雨量不到 300 毫

米，蒸发量却在 2000 毫米以上。老百姓日子的

穷苦，可想而知。

程炳文的父亲是糜子专家，曾任全国糜子科

研协作组组长。为支援宁夏建设，他将全家从

“小杂粮之乡”迁往固原。

一边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一边是苦种

一年颗粒无收的庄稼，程炳文觉得老乡太可怜。

而每当看到父亲和前辈们研究的小杂粮品种有

了好收成，他就暗下决心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多年以后，一个叫“科技支宁”科技扶贫东西

协作的行动，成就了他的梦想。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

作出重要指示。科技部把支持欠发达地区科技

创新作为重要任务。

2017年，科技部党组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政府在部区会商框架下建立了东西部科技合作机

制。当年年底，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的徐南平提出，

要组织国家级专家在宁夏贫困地区开展适宜科技

成果的示范转化工作，助推宁夏脱贫攻坚。

事情很快提上日程。

六盘山区“年年扶贫年年贫”，主要由于现有

产业技术水平低、立不住。针对宁夏脱贫攻坚急

迫需求，科技部联合宁夏科技厅制定了“科技支

宁”科技扶贫东西协作行动实施方案。

第二年开春，一支由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及高校 18 位知

名专家牵头组成的“智囊团”，浩浩荡荡扎进宁夏

南部山区，深入调研扶贫产业。

既要体现当地特色，又要立足长远发展。用

宁夏科技厅农村处处长徐小涛的话说，“这是千

秋伟业，必须看准”。

地处黄土高原的宁夏南部，虽然干旱寒冷，

但海拔较高、气候凉爽、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

长，在某些产业领域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最

终，专家团聚焦草畜、马铃薯、小杂粮、冷凉蔬菜、

中药材 5 个特色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瓶颈，凝练设

计出相应的科技扶贫项目。

成事之要，关键在人。科技扶贫东西协作行

动建立了由国家专家和自治区专家共同担任项

目首席专家和课题主持人的人才柔性引进机制，

有效带动了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资源向深度

贫困区集聚。

在宁夏科技厅的组织下，区内外近百名专家

联合产业部门及基层科技人员，正式向贫穷宣战。

虽然通往山里的扶贫路已经走了 20 年，但

这一次，李明的心情有些异样。来自宁夏农林科

学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的他，被选为中药材

项目首席专家。

2018 年 7 月 9 日，李明下乡来到同心县预旺

镇，当晚在一家小旅店住下。可能因为身体有些

不适，也可能因为工作上的压力较大，他久久不

能入睡，起身写下一首小诗：

“今晚我在预旺……冷凉的街上/昏暗的路灯

照着/几乎没有一个行人/偶尔有几辆破旧的货

车和三轮/匆匆地过往/红军长征纪念碑矗立在

街的尽头/冷风中诉说着英烈的故事/我漫步在

街/仰望着没有星星的夜空/眺望着不远处亮着

弱弱灯光的村庄/繁华的夜市/绚丽的霓虹/犹如

梦景/贫穷依然存在/我们仍在扶贫的路上……”

好经·好人

创新资源匮乏，高层次技术人才少，这是西

部不可回避之痛。号准脉、拔穷根，必须加快先

进适用技术成果的转化，推进脱贫攻坚进程。

“我们在引进科技资源时牢牢把握一个要

点，就是要筛选国内相应顶层专家和技术，联合

宁夏专家与当地已有成熟技术组装集成，建立简

捷、易学、易推广的生产技术标准和管理模式。”

徐小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花拳绣腿，更不生搬硬套。

针对小杂粮产业，从山西省农科院引进“渗

水地膜波浪式穴播技术”和国内最新抗旱新品

种，开展渗水地膜精量穴播糜子谷子技术和豆粮

草“一年两熟”轻简耕作模式示范。

针对马铃薯产业，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

院引进粉垄种植技术和国内一批优新品种，集成宁

夏研发的马铃薯种植“四位一体机”、精准施肥、脱

毒种薯等先进适用技术，组织实施绿色高效生产。

针对草畜产业，从中国农业大学引进优质肉

牛培育技术、肉用母牛代育奶公犊技术，从山东

省农科院引进疫病检测免疫净化技术，集成宁夏

成熟的种养一体化、营养调控等技术，因地制宜

构建粗饲料供给体系，推广“贫困户饲养+龙头企

业育肥”产业发展模式。

针对冷凉蔬菜产业，从中国农业大学引进露

地蔬菜专用机械、从浙江省农科院引进甘蓝等主

栽优新品种、从福建省农科院引进精准水肥一体

化技术，集成宁夏病虫害绿色防控、土壤保育与

高效栽培等新技术，为山区构建规模化、标准化

栽培技术模式。

针对中药材产业，从中国医学科学院引进中

药材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技术、从江苏大学引进根

茎类药材采挖专用机械和中国中药公司地道药

材质量溯源技术，集成宁夏创新的精量穴播双膜

育苗、抗旱节水高效栽培和产地加工等技术，创

建“一村一品”精准脱贫样板。

精准扶贫是一本好经，科研人员义无反顾扛

起大旗，就怕把它念歪了。然而，这开发式扶贫

的主体，却让大家一度伤了脑筋。

比如肉牛产业。

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所长梁小军

是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母牛带犊营养与

饲养”岗位科学家，也是肉牛项目首席专家。他指

出，老乡养牛，最初是把它当作苦力来使，后来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肉用属性才慢慢凸显。

“但很多人还是老思想，家里有啥就给喂啥，

只要牛活着就行，所以养殖效率非常低下。”梁小

军认为，宁南山区虽有肉牛养殖的自然条件和悠

久传统，现状却不容乐观。

即便如此，项目组初到村上时，老乡还跟他

们“打擂台”。

在西吉县什字乡马沟村示范点，梁小军告诉他

们，他们当时用的育肥配方不好，需要改良。没想

到有人立马跳出来了：“你说不好就不好？我这方

子在周围都是最好的，一头牛一天能增一公斤呢！”

梁小军笑了：“我给你一个配方，你把你家的

牛分成两组，咱们比比。”

三四个月后过磅秤，老乡那组平均日增重勉强

达到1.2公斤，专家组日增重至少1.5公斤。这个老

乡惊呼：“胡大（老天）哟！真的一天能长3斤肉！”

这样的情形，在五个项目关键技术集成运用

推广初期并不鲜见。专家团愿意花时间接受他

们的质疑和挑战。也正是这群质朴、直率、爱较

真、好相处的百姓，一旦接触到先进适用技术，绝

对就成了科研人员忠实的拥趸。

毕竟，他们才是脱贫攻坚真正的主角。

添彩·添翼

好技术能推广开来，这才算成功。

“六盘山特困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关键技术

集成应用”各项目组在吸收科技扶贫以往经验做

法的基础上，对组织管理也进行了探索。

先是强化示范带动。

项目通过建立科技示范户、科技示范基地和

科技示范村一体化体系，开展技术培训和观摩宣

传，进行综合配套技术整村示范，大力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创建了“科技+合作社+基地+建档立

卡户”产业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扶贫模式。

“这是我们海原产出的有机小米，营养好、口

感好，产品还有绿色认证。”宁夏锦彩生态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田进财化身“讲解员”，向

大家介绍小杂粮产品。

2018年，科技特派员田进财在海原县贾塘乡

王塘村示范推广渗水地膜波浪式机穴播技术，种

了 1000多亩谷子，当年就创造了谷子单产 646公

斤的高产纪录，是传统种植单产的 2 到 3 倍。指

导他的专家，正是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研究

员程炳文。

基地采用了多项技术，最为关键的是渗水地

膜波浪式机穴播技术。

这一技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渗水地膜的使

用，可使雨水下渗又能防止蒸发，其采用可降解

材料制作，使用 6 个月后逐渐降解分化，不会对

土壤形成污染；二是配合专用穴播机进行机械化

精量覆膜播种，可实现一膜四行波浪形全覆盖，

产量翻倍。

这让原本观望的村民开了眼。几年间，技术

在海原县快速推广，让许多荒地焕发了生机。

再就是创新推广模式。

项目强化农村新型经营组织培养，转化技

术、开展示范、推广服务都与合作社紧密配合。

合作社通过建立土地银行、开展土地流转、将贫

困农民培养成产业工人等多种措施，大大提高了

群众的自主脱贫能力，提升了农业组织化程度。

“我们是来给你们添彩的，不是添乱的。”宁

夏农林科学院研究员谢华经常这样对企业讲。

身为冷凉蔬菜项目首席专家，他的策略主要是通

过龙头企业带动县区特色产业发展。

谢华特别强调“整装技术”——单项技术不

可能打天下，成套技术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不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在他和团队的全面指导下，已在当地拥有一

定生产规模的西吉县绿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和宁夏恒通有限公司，种植的芹菜、莴笋、西蓝花

等有机蔬菜远销长三角、珠三角及香港地区，成

为市民餐桌上的新宠。

最后是部门协同和产学研融合。

宁夏遴选了自治区内科研单位和高校富有

科技扶贫经验的产业专家服务组核心成员作为

项目课题主持人，同时吸收县乡农业推广服务系

统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了“政产学研用”大协同的

项目组，确保成果快速转化。

梁小军联合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曹兵海教授团队、宁夏肉牛首席吴彦虎

研究员团队和固原市肉牛团队等，共同创建了

“为养而种、为种而养”的循环农业模式。

“我们团队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充分

利用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才能有效提高生产水

平，让更多合格药材产生更大效益，让农民增加

收入早日脱贫。”李明说。

以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士黄璐琦为首席的国家

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岗站科学家、国家中药材生

态种植首席科学家郭兰萍团队以及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江苏大学等院校专家……

项目实施 3 年多，那些曾为众人抱薪者，李

明说自己会记一辈子。

最好·更好

“以前地一耕，就一撇，听天由命去！种出来

的洋芋这么小，没人要。”高台村村民杨永兴两手

一摊，连连摇头。

而用科学方法种，科技人员指导他啥时候打

药、啥时候施肥，每亩地一年至少能产 2000 公

斤，比原来翻了一番。

作为科技厅定点帮扶的深度贫困村，高台是

宁夏推行马铃薯旱作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的样板

村。这里的马铃薯打了翻身仗，秘笈除了良种还

有两个：一是播种、施肥、起垄、覆膜“四位一体”

播种技术，二是膜上覆土全机械化种植技术。

“4 个农事作业流程，用一台小型第 20 代马

铃薯种植机一次性就能完成。但这时又出现一

个问题，因为有层膜，马铃薯没办法出苗。”陈彦

云说，如果人工再一棵棵地放，那就不叫机械化。

他们引进的膜上覆土技术，播种 15—20 天

后，利用机械在膜上覆盖一层 3—5 厘米厚的土，

半个月后马铃薯幼芽会自行破膜而出，兼具除

草、壅土、保墒等作用。

这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的主

要技术创新点，使马铃薯种植实现了全机械化，

节水增产效率提高 30%，节约种植成本 15%以上。

扶贫关键在产业，产业发展在科技。

正是在科技的支撑下，宁夏贫困地区脱贫产

业快速发展，带动贫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到 11767元。

2020 年 12 月 23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宁夏科技厅党组书记郭秉晨

把科技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故事，讲给全

国人民听。

他自豪地提到了“四位一体”播种技术，也提

到了小杂粮渗水地膜穴播技术、肉牛“一母两犊”

饲养技术、土壤深松耕粉垄技术，以及冷凉蔬菜

优新品种和高效栽培技术。

小杂粮项目核心示范区杂交谷子亩产达到

713 公斤、产值 4278 元，单产再创历史新高，水

分利用率提高 90%以上，仅两年时间就推广 30

多万亩。

肉牛项目实现了母牛繁殖平均胎间距缩短30

天以上，育肥日增重由1.2公斤提高到1.5公斤，发

病率下降37.3%，农业综合效益提高10%以上。

中药材项目通过秋季双覆膜种植等技术集

成应用，亩产量达到了 350—560 公斤，高出传统

种植 32.6%，亩产值达 980—2076 元，亩均节本增

效 270元。

冷凉蔬菜项目机械化程度提高 50%，劳动力

成本降低 60%，化肥减量 17.9%，亩均增收节支

920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科技作为巩固脱贫

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加强东

西部科技合作，努力走出一条欠发达地区依靠科

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郭秉晨说。

最让专家欣慰的，并不在此。

在梁小军的印象中，以前马沟村破破烂烂，

老百姓也蔫头耷脑的，“都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你跟他们说话，他就把头低下。”

现在的马沟，在“种养结合、草畜耦合、粪污

生物转化还田”生态养殖技术体系的助力下，破

旧牛棚全部升级改造，养殖规模从不到 1000 头

增加到 6000 多头，一头牛每年最少收入在 5000

元。腰包鼓起来的村民腰杆也硬了，村里一片欣

欣向荣。

适逢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刚刚召开，对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等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

“一定要精准，一定要合作，啥都得弄好。”谢

华深有感触道，科技扶贫衔接到了乡村振兴环

节，这给科研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项目

组好几位首席和负责人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大家

都表示不能“躺平”，依然活跃在一线，争取做到

最好，为职业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程炳文记得父亲跟他畅谈一番后，坚定地给

他说：“时代不同了，还是你们牛。”

当然，万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只要心怀大爱，前方永远高能。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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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宁夏脱贫攻坚急迫需求，科技部联合宁

夏实施“科技支宁”科技扶贫东西协作行动，聚焦

5个特色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瓶颈，凝练设计科技扶

贫项目。3年多来，近百名专家及基层科技人员战

严寒、斗酷暑，带动贫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到11767元，在大山深处奏响科技扶贫最强音。

宁夏大学硕士生导师陈彦云（左三）指导村
民使用新技术种植马铃薯

沟壑纵横的六盘山区沟壑纵横的六盘山区，，成为宁夏科研人员胜利脱贫攻坚成为宁夏科研人员胜利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的战场接续乡村振兴的战场。。

专家组及科技部门管理人员查看肉牛养殖
情况

由小杂粮项目组指导种植的谷子大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