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广西南宁市良庆区那马镇坛板村桂洁柑橘园，上千亩沃

柑延绵不绝，亮丽的产业风景如诗如画。柑橘果园里，广西农业

科学院的科技特派员李果果正和果园负责人、良庆区科技局工作

人员一起研究果树生长状况，交流技术经验。

我们种植的沃柑都是精品果，在高端市场供不应求。”1 月 9

日，广西桂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欧强说。根据企

业的种植需求，在良庆区科技局的牵线搭桥下，科技特派员李果

果发挥专业优势，在品种选择、苗木繁育、基地规划、整形和修

剪、病虫害防控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为柑橘园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

科技局牵线搭桥，科技特派员精准服务。像这样的“点对点”

科技服务，良庆区科技局称之为“点餐服务”。近年来，良庆区围

绕“为农户扶智送技、为农业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目标，依托人

才优势推动特色农业技术创新，选派科技特派员提供技术服务支

持，设立专项科研经费支持人才创新创业，有效推动科技成果更

好地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把更多的发展动能推向良庆区田间地

头，为乡村振兴赋能添智。

通过技术创新团队的引进，良庆区得以聚焦特色农业产业技

术创新需求，合力推动关键技术攻关、创新资源等要素集聚，加快

名特优水果、家禽畜牧健康养殖、饲料加工、经济林木生产下游加

工等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

广西兽医研究所的科技特派员彭昊，是良庆区那马镇雄牛牧

业有限公司养牛场的“常客”。这家有着近 500 头水牛的现代化养

殖场，不仅是彭昊和同事们开展科技帮扶的地方，更是开展技术

创新的“试验场”。

“养殖场的牛有什么异样，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过来解决问题，

还探索应用了许多新技术帮助我们提质增效降成本。”雄牛牧业

有限公司技术顾问李祖平说，有了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支撑，牛犊

成活率显著提高，水牛产奶量也同比增长了 6%。

“科技局的牵线搭桥，让科技人员能直接在产业一线发挥技

术才能，也是我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一个具体实践。”

彭昊说，科技特派员制度让科技成果、创新成果有了真正施展的

空间。

2022 年，良庆区建设了 2 个创新创业基地、5 个农业特色产业

示范基地，共引进院士 1 人、专家团队 3 个，选派的 18 名科技特派

员覆盖了各镇各村（社区）农业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农业生

产一线。

如今，一个个活跃在田间地头、养殖场的科技特派员就是农

业技术的“派送员”，他们行走阡陌、深入帮扶，打通了农业技术到

田地的“最后一公里”。据统计，2022 年以来，广西南宁市选派 500

多名乡村科技特派员义务服务农户，实现乡村科技服务全覆盖。

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技术，并结合农业生产实

际开展技术培训，助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科特派当“派送员”

“点对点”送农业技术

◎本报记者 杨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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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科特派

◎新华社记者 农冠斌

科技特派员应该做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

希望以饲草产业带动高原的老百姓富起来，让他们的钱袋

子鼓起来。农牧民赠送的锦旗上写着“科技支撑，冬季暖

阳”，这是农牧民对草业科技的渴望，对科技特派员的鼓励

与鞭策，也是我工作的座右铭和目标。

余成群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拉萨农业生态试验站执行站长

◎芶文涵 陈 科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他长期暴露在强紫外线下，黝黑的脸

庞上满是深深的皱纹，但草帽下双眼却炯

炯有神。刚进入 2023 年，他又奔赴海拔

3680 多米的西藏试验田里，仔细观察并记

录饲草的长势——而这也是科技特派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拉萨

农业生态试验站执行站长余成群忙碌的

日常工作写照。

35 年来，余成群在雪域高原日复一日

地照料着他培育的牧草新品种，这位科技

特派员也被西藏农牧民称为“草行家”。在

西藏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下，余成群和他的

草业创新团队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积

极服务高原农牧民，先后选育成功5个牧草

优良品种，引进16个牧草优良品种，制定了

8 个西藏主栽牧草高产种植技术规程和标

准，技术示范饲草种植面积达到10万余亩，

示范带动 50万亩饲草种植，使 9000余户农

牧民每年实现户均增收3000多元。

自 1988 年初到西藏，余成群已连续

在西藏工作了整整 35 年。今年 57 岁的

他经常自诩为“高原农民”，他常说，要履

行科技特派员的职责，在草业科学上取

得突破，为高原农牧民做好科技服务工

作，只在实验室肯定不行。必须要到田

间地头，必须历经风吹日晒，这样才能从

实际生产中获得成果。

余 成 群 经 常 撸 起 袖 子 在 试 验 田 里

挥汗如雨，用实际行动把论文写在了世

界屋脊之上，这位在西藏农牧民眼中来

自“国家队”中国科学院的科技特派员，

于是又多了一个“国家队农民”的称号。

在雪域高原“上阿里，进那曲，入昌

都 ”，余 成 群 跑 遍 了 西 藏 的 74 个 县 ，行

程 超 过 百 万 公 里 。 他 为 草 业 发 展 不 停

地找问题、做试验、写报告、提建议，为

西 藏 脱 贫 攻 坚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为 西 藏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和 农 牧 民 增 收 贡 献 智

慧 。“ 老 余 这 辈 子 算 是 交 给 西 藏 的 牧 草

事 业 了 。”西 藏 农 牧 学 院 教 授 强 巴 央 宗

感叹道。

草 业 研 究 是 一 件 枯 燥 且 辛 苦 的 差

事，但余成群喜欢研究牧草。他说：“风

吹 草 低 见 牛 羊 ，看 到 地 撂 荒 ，总 感 觉 不

舒服，种上牧草多好。”无论走到哪里，

他 的 关 注 点 总 在 田 间 旷 野 的 牧 草 上 。

在 他 眼 中 ，牧 草 遍 植 世 界 屋 脊 ，不 仅 是

国 家 高 原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建 设 的 重 要 工

作，而且也是西藏农牧业发展战略调整

的要点，是西藏整体脱贫后衔接乡村振

兴的迫切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做好这

项工作是草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是科

技特派员的本分。

“国家队农民”走遍西藏74个县

“余老师，您提供的饲草我种下了，

长得很好，请问还能再带点种子来吗？”

“余教授，我把草的照片发给你，请您帮

我看看长得怎样。”打开余成群的微信，

一条条和农牧民的聊天记录映入眼帘，

把科研成果留在农牧民手里，帮助他们

增产致富，是余成群作为科技特派员的

初心。

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岗堆镇的吉纳

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余成群带领团

队在这里一扎几年，改变了这里千百年

来散养动物的习惯。余成群团队将吉纳

村 251 户农户的土地集中流转出来，建设

了 350 多亩人工草地，成立了养殖专业合

作社，开展现代农牧结合的规模经营示

范。合作社实现现金分红，户均增加现

金收入 1234 元。

在拉萨市林周县白朗村，余成群团

队帮助村民引种了黑麦草、绿麦草等优

质牧草，带领农户改良草地，修建水渠，

采用放牧加补饲的绵羊养殖技术，使白

朗 村 绵 羊 出 栏 率 从 11%提 高 到 30%，原

本退化的草地产草量提高了两倍。

科技特派员余成群在西藏草牧业科

技服务的名声越来越响，找他帮忙的人也

越来越多。

2013 年，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主要领

导 在 西 藏 自 治 区 科 技 厅 的 推 荐 下 找 到

了余成群，想请他帮助改善南木林县艾

玛 岗 乡 严 重 的 沙 化 问 题 。 余 成 群 到 艾

玛 岗 实 地 考 察 调 研 后 ，开 出 了 一 剂“ 良

药”：改土种草。随后，艾玛岗乡开发了

将创新的“种子”播撒在高原

从 野 外 采 种 、种 植 到 牧 草 收 割 ，再

进 行 重 新 种 植 、收 获 ，要 选 育 出 性 状 优

良的牧草品种，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

长 时 间 。 余 成 群 在 几 十 年 如 一 日 的 重

复工作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为西

藏培育优质牧草品种，是我一生应该干

的事。”

余成群是南方人，从南京大学毕业后

扎根世界屋脊；他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员，却视西藏为

家，活跃在世界屋脊上的生命禁区里、人

迹 罕 至 处 ，探 索 高 原 草 业 科 学 的 奥 秘 。

成为科技特派员后，他更是用自己的言

行诠释了爱岗敬业和无私奉献，并带出

了一支过硬的团队，帮助高原农牧民种

草致富。

“我们制定了燕麦等 3 种牧草的标准

化繁育技术规范，以及燕麦等 4 种牧草种

子的收获、清选与贮藏技术规范；研发了

适合西藏特殊自然气候的饲草加工的各

类技术；研究制定了 25项适合西藏农区的

优质牧草产业化技术规范。累计推广种

草面积达 10余万亩，人工牧草地单位面积

平均产草量提高了 30%，直接经济效益

5800余万元。”余成群骄傲地说。

西藏自治区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余成群攻克了西藏野生牧草驯化选

育，以及主栽牧草种子繁育、栽培、产品

加工等草牧业关键技术瓶颈。在西藏自

治区科技厅的支持下，余成群及其团队

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业务专长，重点围绕

西藏高原生态与草业、区域发展、巩固脱

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等方向开展科学研

究和科技服务，在路径上推动西藏草牧

业科技创新，在理论上解决西藏草业时

空拓展的技术问题，在应用上填补了西

藏无自主繁育牧草品种的空白，并为西

藏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坚实的数据

基础和决策依据。

如今，余成群和他的草业创新团队选

育出了藏饲 1 号、藏苜 1 号等 5 个高抗、高

产、早熟的牧草品种。他们通过“种草养

畜”，正在帮助西藏农牧民实现乡村振兴。

让牧草成为乡村振兴的科技羽翼

余成群余成群：：在世界屋脊种牧草在世界屋脊种牧草

高 标 准 人 工 饲 草 基 地 5.8 万 亩 。 2016

年，该乡 373 户贫困户因饲草产业年平

均 收 入 提 高 1700 元 ；2017 年 ，艾 玛 岗 乡

接 到 饲 草 订 单 金 额 达 到 2000 余 万 元 。

村民们连连感叹，牛羊壮了，草场好了，

家 里 收 入 增 加 了 ，“ 看 到 了 科 技 特 派 员

带来的科技力量”。

余成群说，科技特派员应该做到“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希望以饲草产

业带动高原的老百姓富起来，让他们的钱

袋子鼓起来。在余成群拉萨的办公室，挂

着一幅山南市隆子县脱贫致富的农牧民

代表赠送的锦旗，上书“科技支撑，冬季暖

阳”。余成群说，这是农牧民对草业科技

的渴望，对科技特派员的鼓励与鞭策，也

是他工作的座右铭和目标。

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南巴村草场牧草丰收，农牧民忙着收割牧草，
为牲畜顺利过冬提供饲草保障。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到田间地头为产业“把脉开方”，给农户答疑解惑，是广西玉

林市兴业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科技特派员梁远彬的日常工作之一。

“我家种有 30 亩三红蜜柚，去年产值 10 万元。”兴业县沙塘

镇富旺村种植户吴声毅说，科技特派员来到村里，教大家保花保

果，增施有机肥，不仅柚子肉质变得柔软鲜嫩，产量和产值也大

幅提高。

当地科技特派员还“牵线搭桥”，联系专家团队，对兴业蜜柚

进行品种改良。“通过高接换种等系列技术，兴业蜜柚的品质得到

很大提升。”梁远彬说。

和梁远彬一样，在广西，许多科技特派员活跃在乡村生产一

线。在南宁市良庆区那马镇的雄牛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场内，

广西兽医研究所科技特派员彭昊正与养殖户采集奶牛的粪便，用

以检测病菌，并一起讨论冬季奶牛疫病防控工作。

这个有着近 500 头牛的现代化养殖场，不仅是彭昊和同事们

服务的对象，也是他们在产业一线施展技术才能的实践地。

“通过科技特派员的帮助，这里的奶牛生病率、死亡率下降了

5%左右，牛奶产量也有一定提升。”李祖平说。

隔几天下乡一次，每年下乡服务农民上百天，一年至少为农

业生产者举办 30 期果蔬栽培技术培训……广西大学农学院科技

特派员唐小付的身影频频出现在田间地头。“我喜欢泡在田间地

头，菜地、果园、大棚，怎么看都亲切。”唐小付说。

在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资源县，广西师范大学科技特派

员邓荫伟帮助当地建立油茶丰产示范林；在南宁横州市石塘镇潭

宽村，广西农业科学院科技特派员邹成林帮助农户实现玉米全株

收获利用，1 亩玉米地总产值超 6000 元；在崇左市龙州县、宁明

县，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科技特派员马文清帮助蔗农改

良上万亩高产高糖甘蔗新种，助力农民增收……

据介绍，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多年来，广西科技特派员队伍

从无到有，从个别市县的小队伍发展到覆盖全区的大规模团队。

仅 2016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广西就选聘乡村科技特派员近 2.5 万

人次，覆盖 1.1 万个村（社区）的种养基地、农户点，开展科技培训

205.2 万人次。

“我们加大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力度，完善科技

特派员激励机制，打造一支常年活跃在县、乡、村的科技服务大

军，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力。”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

记、厅长李国忠说。

科技服务“沉”下去

乡村产业“旺”起来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东太乡鱼池寺

村四川天马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马山生态）的 1000 亩柑橘园里，柑橘

树横成排、竖成行，硕大饱满的柑橘挂满

枝头，色泽金黄。近日，天马山生态负责

人程贤君表示，高品质的柑橘离不开“绿

肥+”产业技术这一配套的“调味品”。

西充县是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确

定的“一县一业”建设重点示范县。2020

年，以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为组长、全国 10余位岗位科学家和西充县

当地科技特派员为成员的绿肥体系科技

服务团成立，大力推广果园绿肥种植技术

模式，全面助力西充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

展。目前，西充县已建成“绿肥+”生态有

机果园 20余万亩。

对症下药 解果农“燃眉之急”

西充县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拥有良

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国家有机食品生产

基地建设示范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和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十三五”

期间，西充果园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晚熟

柑橘产业发展迅猛，但果园绿肥覆盖面积

仅占总面积的 20%，果园闲置区域杂草丛

生，土壤质量严重下降，柑橘产量和品质

受到巨大的威胁。

针对这一问题，绿肥体系科技服务团

对症下药，开展“绿肥+”产业关键技术研

发与创新，引进橘园绿肥新品种、新技术，

集成了四川丘陵区橘园绿肥提质增效关

键技术，并在辖内龙头公司建立展示区和

示范区。同时，为确保国家绿肥产业技术

体系在西充县实现“一县一业”建设的落

实落地，绿肥体系科技服务团创建了“体

系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政府+推广部门+

示范基地”协同推广模式，整合多个农业

项目，建立了天马山生态、四川耘田公司 2

个“绿肥+”柑橘千亩核心示范片，辐射带

动西充龙滩河流域及金太产业环线 30 平

方公里柑橘产业带种植绿肥。

“绿肥体系科技服务团尤其是首席科

学家多次到公司基地进行调研指导，给我

们带来绿肥种子和示范推广资金，我们公

司是西充县最早的一批‘绿肥+’示范户。

1 亩绿肥种子 50 元，绿肥体系和县农业农

村局补贴以后，我们只需要出 1/3 的绿肥

种子费用。同时，科技服务团和科技特派

员多次组织现场观摩会和技术培训会，为

新品种、新技术模式的推广应用起到了关

键性作用。”程贤君介绍，“秋天种的绿肥

只要先长出来，就可抑制杂草，通过绿肥

盛花期翻埋到土里或自然枯死覆盖还可

固氮增碳，替代化肥，不仅有效解决了橘

园杂草丛生的难题，还增加了土壤的有机

质含量，柑橘产量和品质都上去了。”

全面“开花”绿肥果园成效显著

“你看，土壤很疏松，说明有机质含量

丰富。”踩着蓬松的白三叶，走进四川省元

斗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500 亩果园，公司

负责人高元斗扒开一丛草，捧起一抔黝黑

疏松的泥土，开心地笑了。

高元斗说：“过去，我们果园的杂草

曾经长到 1 米多高，请人割一次杂草，1 亩

地就要花 50 至 100 元，而且茅草等恶性杂

草很难除净。近几年，我们在绿肥体系

专家和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在桃园、李

子园、杏子园种植白三叶，既保水保肥、

控制杂草、增加有机质，又节约了人工除

草成本。”

“公司现种植有桃、李子、杏等水果

600 余亩，全部采用‘水果+白三叶+鸭+

蜂 蜜 ’立 体 复 合 种 养 模 式 。”高 元 斗 表

示，这样不仅提高了土壤肥力、抑制了

杂草、降低了病虫害，水果品质也有了

明显提升，“绿肥+”优质水果更是深受

消费者喜爱。

“经过 5 年绿肥推广示范，今年绿肥

果园推广达到 10 万亩，接近全县 23 万亩

果园的一半，有 400 多户业主参与，形成

了‘绿肥+’柑橘、香桃、李子等优质水果

的绿肥产业模式。”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

系南充综合试验站站长、南充市农科院

土肥所所长、四川省优秀科技特派员漆

燕介绍，“现在氮肥使用量已减少 20%，人

工除草成本也大大节省，减少农药施用

后，水果品质也进一步提升，10 万亩绿肥

果园均达到有机水果基地标准；同时，果

园的景观效应也推进了当地农旅融合发

展。此外，西充的成功经验已辐射带动

广安、遂宁、广元等地‘绿肥+’产业快速

发展，累计绿肥推广 200 余万亩，节约化

肥 3000 余吨，每亩节约成本 200 元以上，

新增经济效益 10 亿元。”

创建“绿肥+”产业，科特派让四川南充果园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