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邓岳文，还是陈伟，这些企业科技特派员均围

绕当地产业发展和企业技术需求，深入生产一线，真正帮

助企业解决问题，形成合力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当地

农民走上致富之路。

◎本报记者 叶 青

要围绕全县重点发展的

支柱产业，拓宽科技特派员服

务领域，做好科技特派员服务

的供需平台建设工作，培养和

选派更多科技特派员深入田

间地头，让科学技术与产业链

紧密融合，使科技成果在产业

链中有效转化，推动农村科技

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

李三卫
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科技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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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科特派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赵军宝

◎陆明利 陈秀清 本报记者 刘 昊

每到周五下班，广东省企业科技特

派员、广州工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伟就

急匆匆从广州赶往约 350 公里外的梅州

兴宁市，周日晚上又回到广州。这样忙

碌奔波的日子，陈伟已坚持了近两年。

兔年元宵节，陈伟也是在兴宁过的，当天

他走访了当地几家企业。“我利用周末时

间来为企业做好技术服务。”陈伟笑呵呵

地说。

2020 年 9 月，通过广东省企业科技特

派员实施平台——华转网，陈伟对接上兴

宁市叶南渔村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叶南渔村公司），开始以科技特派员

的身份和技术服务的形式对接帮扶广东

粤北山区乡村振兴。

提起陈伟，叶南渔村公司的员工都竖

起大拇指。

“他不怕脏不怕累，带领大学生和技

术员垦荒种地，设计研发技术工艺设备，

深入到企业车间和田间地头，帮助企业解

决 了 很 多 农 产 品 种 植 与 加 工 的 疑 难 问

题。”叶南渔村公司负责人余彦雄点赞道。

该公司位于广东省粤北山区梅州兴

宁市，是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和省扶贫龙

头企业。“发展中，我们遇到很多技术瓶

颈，特别苦恼。”2020年 8月，得知广东省企

业科技特派员专项启动后，余彦雄立即通

过华转网发布了“蔬（漉）菜标准化示范

种植与关键加工技术”需求，并成功与陈

伟对接上。

针对企业的技术需求，陈伟融合一二

三产业发展，提出实施“田园—车间—餐

桌”流程的蔬（漉）菜标准化与产业化，从

漉菜种子培优、标准化田间种植技术到漉

菜农产品车间加工关键技术等生产全流

程入手，进行流程优化，建立一套标准化

种植与加工的关键技术机制与产业化管

理体系。

最终，陈伟完成了蔬（漉）菜标准化种植

基地建设、产品系列开发和加工关键技术设

备的研发与试制，初步实现了蔬（漉）菜标准

化种植、产品与关键加工技术的创新，提升

了叶南渔村公司的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项目给企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

助。”余彦雄说，“我们现在还就漉菜加工

生产过程管理与产业化等内容，与陈伟开

展进一步合作，希望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

的优势，为振兴漉菜特色产业经济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自 2020 年广东企业科技特派员制度

改革以来，广东支持企业将技术需求公开

发榜，凡是能有效响应并能切实解决企业

技术难题的科研工作者，不论职称高低、

资历深浅均可揭榜响应。企业则可以从

多种解决方案中筛选出最符合企业需要

的方案和最合适的科技特派员。

如今，以陈伟为代表的 4000余名来自

高校、科研院所的企业科技特派员，为广

东 3000 多家企业的技术难题提供了 1000

余项解决方案。

为乡村企业解决种植难题

粤北地区区位条件较差、发展基础薄

弱，如何才能精准助力乡村振兴呢？陈伟

边做边思考。

“一开始，我侧重从技术链方面帮助

企业解决所需问题，但逐渐发现技术创新

最终仍需靠人才。一旦项目结束，我离开

之后，谁来承接企业技术呢？”恰好叶南渔

村公司也向陈伟提起，希望他能协助多招

收一些创新人才，“技术链和人才链必须

链接起来”。

在 陈 伟 的 牵 线 搭 桥 下 ，2020 年 10

月，广州工商学院与叶南渔村公司达成

共建“广州工商学院—叶南渔村创新创

业实践班”（以下简称实践班）的合作。

实践班首批 35 名学员进行了 30 课时的

校企创新创业实践学习。同时双方还组

织了企业创新项目实训课，30 名学员进

行了 8 个课时的温泉漉菜创新项目实践

实训学习。

“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与计

划，共同出师资，共同进行理论与实践结

合的过程性考核。”陈伟说，合作模式深受

学生欢迎，最终有 7 名学生选择留在企业

就业创业。

同时，校企双方以科技特派员项目为

契机，成立了 2 个校企合作实践基地和 1

个实训基地，为企业储备技术与管理人才

打下了良好基础。

2022 年 8 月，陈伟以科技特派员项目

科技成果资源为基础，积极宣传和组建师

生农技“轻骑兵”团队，探索将专业实践课

程与企业产业实训操作联系起来，理论与

实践结合、校企协同、产学研创用融合，目

前已形成了教师、大学本科生乡村美两支

“轻骑兵”团队，以“专精快准”科技帮扶乡

村企业发展。

“不论是对企业，还是对高校、个人来

说，企业科技特派员制度搭建起了科研人

员发挥能量、企业引进技术的平台，实现

了多方共赢。”让陈伟感受最深的是，在此

打造省科技特派员+农技“轻骑兵”模式

海水珍珠产业是广东湛江雷州市的

特色产业，也是雷州市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针对海水珍珠产业存在优质苗种短

缺问题，广东尊鼎珍珠有限公司在华转网

上发布了技术需求。

广东企业科技特派员、广东海洋大学

教授邓岳文进驻公司后，在育苗基地开展

了马氏珠母贝“海选 1号”苗种规模化繁育

工作，并开设了技术培训班，提高了员工

植核育珠的技术水平，为企业培养了 20名

技术人才。

随着马氏珠母贝“海选 1号”优质大规

格苗种的繁育与推广，一年后，农户获得商

品贝超过 1500 万只，初步估算效益约 500

万元。该公司优质苗种的推广养殖，也为

其所在的流沙村提供了多个就业岗位，让

百余名农户获得了分红，增加了收益，实现

了珍珠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目标。

无论是邓岳文，还是陈伟，这些企业

科技特派员均围绕当地产业发展和企业

技术需求，深入生产一线，真正帮助企业

解决问题，形成合力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带动当地农民走上致富之路。

令陈伟感到开心的是，在科技特派员

项目的基础上，2022 年广州工商学院与叶

南渔村公司开展“专产融合”，推动学校专

业人才培育、专利技术成果转化、专业学科

建设等与企业产品产业化、企业生产、经营

管理等多方面内容有机融合，促进其协同

发展。师生也组成了农技“轻骑兵”团队。

更深入的合作模式为兴宁温泉漉菜产业化

及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

“省科技特派员+农技‘轻骑兵’模式

目前已辐射带动七八家企业，初步取得较

好的效果。”陈伟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希

望能够以点带面，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

到乡村振兴中，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出谋划

策，助力乡村建设。”

多方联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广东科特派：

为乡村企业提供为乡村企业提供““专精快准专精快准””科技服务科技服务

1月 4日，记者从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

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庄浪县坚持把推

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

重要工作来抓，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科技

平台、打造科技品牌。同时，选派 441名科

技特派员，到全县 18 个乡镇和城市社区，

开展技术推广、试验示范、成果转化、科技

培训、政策宣讲等科技服务，促进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迎来新“薯”光

寒冬腊月，在庄浪马铃薯脱毒种薯繁

育中心，温室里一排排、一床床马铃薯种

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阵阵喷雾将营养

液喷洒在马铃薯根系，颗颗马铃薯原原种

洗上了“营养澡”。

“‘雾培法’技术采用智能化温室监

控、全程无土化栽培等方式，实现了马铃

薯原原种的温、水、肥‘三控’精准化、自动

化，年产马铃薯脱毒瓶苗 1000 万株、原原

种 4000 万粒，附加产值高达 2000 万元以

上。”在庄浪县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中心，

贺晓霞和同事正在一起记录着马铃薯原

原种生长情况。

贺晓霞是奋战在庄浪县农技战线的一

名科技特派员，常年进行种薯选育和科技

研发工作。近两年，庄浪县引进国内最先

进的马铃薯“雾培法”生产技术，并对相关

设备及其配套技术进行了升级改造，深度

融合物联网、自动控制、云计算，通过环境

因子的人工调控，形成了第二代雾培技术

体系。贺晓霞带领团队通过营养液改良等

技术措施，使“庄薯3号”等品种单株结薯数

由1.5粒提高到40粒以上，大幅度提高了原

种产量，并将生产周期由“一年一茬”改为

“一年二茬”和“一年三茬”，实现了微型薯

自动化、标准化和规模化周年生产模式。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庄浪县特别

注重本土马铃薯品种选育工作，在永宁农

业技术推广区域站建立育种创新基地，通

过改良本土品种、引进 49 个新品种，促进

马铃薯的优繁优育和迭代升级，形成了全

省乃至全国领先的“脱毒苗—原原种—原

种—一级种—二级种”的马铃薯脱毒种薯

繁育推广体系，自主选育的“庄薯 3 号”品

种，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 7省 56

个县推广种植 7000 多万亩，“庄薯 3 号”被

确定为全国主食化产业中的四大推广品

种之一，“庄薯 4 号”通过甘肃省农作物品

种委员会审定，“庄薯系列”入选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目录。

“构建‘引育繁一体化、产加销相衔

接、贸工农相融合’马铃薯全产业链，带动

庄浪县经销组织 180多个，建成贮藏库 922

座，贮藏能力达到 6 万吨，持续放大‘党组

织+企业+产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联

合体聚变效应。”庄浪县农技中心副主任

马旭升告诉记者，该县培育宏达、鑫喜 2家

园区企业发展成为马铃薯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年可加工鲜薯 40万吨，生产淀粉 6.5

万吨、马铃薯制品 8000吨，实现产值 2.3亿

元，吸纳务工就业 1400多人。

小小苹果托起“振兴梦”

这段时间，王选强一直忙碌在全县 14

个乡镇、235个村社，现场为果树“把脉”，积

极给果农送经传宝，自 2019年被聘为科技

特派员以来，王选强就成了广大果农口中的

“果秀才”和“王专家”。“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干给果农看、带着果农干、延长产业链、效

益说了算’，提高了全县广大果农科学管园

的水平。”庄浪县果业站副站长王选强说。

“经过这几年的培训，果农掌握了技

术，2022 年，仅 6 亩苹果收入就超过了 10

万元，果农们的收入很好。”大庄镇果农杜

红平用手机记录下培训现场的知识要点。

庄浪县果业站站长刘军介绍，2022

年，庄浪共实施苹果产业重点项目 22 个，

总投资 5.2 亿元，全面抓建了 10 万亩有机

苹果、30万亩绿色苹果、2万亩老果园改造

“三大生产基地”，开建了智慧苹果、冷链

物流“两个产业园”，实施了果品保鲜贮藏

库能力提升、果品精深加工能力提升、农

膜反光膜处理能力提升“三大提升工程”。

在科技特派员的支持带领下，2022年，

庄浪县全县苹果总产量达到 65万亩，万泉

镇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超十亿元镇。全县苹果总产量达到 61.78

万吨，苹果产业链产值达到 37.35亿元。全

县共建成优质果品基地 14万亩、脱毒种薯

繁育基地 26 万亩、规模化肉牛养殖场 37

个、蔬菜生产集中示范区 6个、设施蔬菜生

产专业村 7 个、千亩中药材示范基地 4 处，

为全县农业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大

动力，有效加快了产业扶贫步伐，形成了

“果升级、牛扩量、薯提质、劳增效”的良好

态势和产、贮、加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要围绕全县重点发展的苹果、马铃

薯、中药材等支柱产业，拓宽科技特派员

服务领域，做好科技特派员服务的供需平

台建设工作，培养和选派更多科技特派员

深入田间地头，让科学技术与产业链紧密

融合，使科技成果在产业链中有效转化，

推 动 农 村 科 技 产 业 发 展 和 经 济 结 构 调

整。”庄浪县科技局局长李三卫说。

乡村振兴路上，科特派绘就农业新图景

陈伟陈伟（（右一右一））在兴宁叶南渔村蔬在兴宁叶南渔村蔬（（漉漉））菜育苗试验基地观察种植情况菜育苗试验基地观察种植情况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两头公的，都是 80多斤重的西门塔尔牛犊！”1月 22日正月初一

凌晨，广西南宁市隆安县南圩镇望朝村多劝屯红亮养牛专业合作社通

过性控冻精人工配种的母牛产下了两头牛犊，社员马世忠马上拍下照

片，发给了科技特派员——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黄金华。

“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牛性控冻精人工配种技术，给我们带来了

效益，也带来了稳定发展。”提起近几年来红亮养牛专业合作社的发

展，社员们有话说。

2016 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残联选派的驻村干部及后援单位的

帮扶下，望朝村成立了隆安县红亮养牛专业合作社，吸收贫困户为社

员，发展养牛业。2021年，合作社牛存栏已达 260头。

然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公肉牛，母牛很少，导致牛群繁殖发展缓

慢。“我们也曾想多养些母牛，加快扩大养殖规模，但苦于没有经验，

没有技术。”社员们曾因此一筹莫展。

2021年 10月，黄金华和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畜牧产业科技先

锋队专家到望朝村红亮合作社开展产业发展规划指导、技术培训以

及科技成果的转化、示范和推广等科技服务工作，指导红亮合作社采

用性控冻精人工配种技术，定向培育优质犊牛。

经过培训、指导，红亮合作社采用性控冻精人工配种技术，定向

培育优质犊牛技术获得成功。黄金华说，和普通技术相比，使用该技

术不但可以选择牛犊的性别，而且培育的牛犊长得更快、更好。

截至目前，红亮合作社采用性控冻精人工配种技术已经成功培

育出 20头性控健壮犊牛。同时，黄金华还指导红亮合作社采用牛羊

专用生物发酵饲料等科技创新成果饲养肉牛，肉牛长得健康，几乎没

有什么疾病。

在黄金华团队的指导帮扶下，红亮合作社养牛业得到了稳步发

展，优质母牛存栏量逐步增多。“2021年以来，合作社采用科技特派员

的培育新技术，牛犊可选公的，也可选母的，长势很好。”马世忠说。

黄金华介绍，性别控制是指雌性动物通过人为地干预而繁殖出

人们所期望性别后代的一种新的繁殖技术。通过性别控制培育出的

犊牛健壮、个头大，与普通犊牛相比，一般每头价格多 1000 元以上，

经济效益明显。

黄金华表示，下一步她将继续带领团队推动望朝村及红亮合作

社养牛业发展，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的步伐，助力当地产业振兴。

凭技术“定制”牛犊性别

她让这里的养殖产业“牛”起来

过程中，他来到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大

地上，实实在在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陈伟并非个例。仅 2022年，广东省科

技厅通过华转网共计拨付广东省企业科

技特派员专项资金 2805.3 万元。通过项

目形式引导广东企业充分利用企业科技

特派员专项柔性引进科技人才，精准解决

技术难题。

1月15日，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的食用菌大棚里，许万

昌正为前来学习的几位冠县菇农答疑解惑：“发菌慢是因为木糖醇渣存放

得时间太长了；平菇还有一种常见病叫黄斑病，可进行药物防治……”

作为齐鲁乡村之星、高级农艺师的许万昌，是当地有名气的“蘑

菇大王”。60 岁的他种了 42 年蘑菇，带动周边十几个县市的群众种

植蘑菇致富，而菇农们遇见难题，也喜欢找他解决。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许万昌一边当老师答疑解惑，一边当学生

钻研业务——论文是他独特的学习方式。就在刚刚，他在《农业科技

通讯》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羊肚菌的学术论文。这是他从 2001年至今

发表的第 8篇论文。

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许万昌为何钟情于写论文？很多人

不理解。1981年，19岁的许万昌去上海、福建等地学习食用菌栽培技

术后，回村建棚种植平菇。他将成本控制在 300元左右，收获 6000斤

蘑菇，获利1500元。而按当时物价，一头牛也不过1500元。

“许万昌发财了”的消息瞬间长了翅膀，在周边村传开了。当年

便有十几户村民，跟着许万昌种起了蘑菇。

蘑菇如何种得好？许万昌向记者透露经验：关键需要不断学

习。他从年轻时就喜欢看《食用菌》《食药用菌》《中国食用菌》等农业

期刊，学习先进技术，并应用于实践。

在感激论文的同时，许万昌也想分享经验：“一是分享我的养菇

技术，二是帮助别人。”

2001 年，他总结了自己 20 年栽培平菇的经验，在《食用菌》杂志

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生料袋栽平菇高产高效技术》。这篇文章，被

素不相识的闫寺街道菇农李孟江看到了。李孟江告诉记者：“许老师

有真正的实践经验，他的文章我们都看了，非常有用。”

以前种蘑菇主要以棉籽壳作为主料，但随着棉花种植户的减少，

棉籽壳的价格一飞冲天。“能不能寻找一种替代品？”这个想法引领着

许万昌俯下身子，展开探索。

不同原料、不同配方、不同种植方式，许万昌轮番尝试。他发现，

玉米芯可以较好替代棉籽壳，成本也从每斤 1.2元降至 0.6元。于是，

论文《无棉籽壳基质配方高效栽培平菇的方式及其利弊》应运而生。

近几年，当地掀起一波羊肚菌“种植热”，但有些菇农种植后却没

有赚到钱。许万昌认为应有一篇文章对菇农进行适当引导。于是，

《正确认识、科学引导，促进聊城市羊肚菌产业的健康发展》诞生了。

富有实战经验的许万昌写出的论文不一样，菇农们看得懂，喜欢

看，照着做，甚至大专家也认可。看了论文，山东省食用菌体系首席

科学家万鲁长研究员点赞：“非常佩服、敬重许万昌对食用菌产业的

热爱，文章值得我们学习。”

如今，许万昌又拓展了自己的阵地，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发一些视

频、文章，分享、传授自己的种菇养菇经验和技术。在周边乡村，他的

粉丝众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在农业领域开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需要更多“许万昌”站出

来，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赚。

党的二十大之后，许万昌有了新打算：“我正研究怎么进一步降

低食用菌生产成本，完善栽培方式。只要还有研究成果，我就会继续

写下去，让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帮助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这位“蘑菇大王”的论文

专家点赞、菇农爱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