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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亩

截至目前，重庆市江津区基

本形成了“全程机械化+综合农

事”的发展新格局，实现宜机化

耕地改造2万亩，拥有大中型拖

拉机60台，收割机30台，配套机

具 100 套，无人机 50 架，无人

机、农机操作手1000人，专业维

修人员300人，累计开展粮油机

械全程化服务达15万亩。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苏历华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陈升磊

◎本报记者 雍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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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播油菜示范片 3 个测产点加权平均亩产为 162.57

公斤，超过了平均水平！”5月 5日，在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

芳阴村诚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油菜田里，当测产专家们

经过严格核算，报出这一数据后，合作社负责人邱本平笑

了起来，2700 亩油菜全程无人机播种、施肥管理，达到这

个产量，他很满意。

让山地丘陵也用上智慧农机，提升种植效率，提高种

植收益，这是重庆市科技特派员、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机

研究所（以下简称重庆市农科院农机所）副所长李英一直

钻研的事。在重庆市农科院、重庆市江津区科技局的支

持下，李英牵头成立重庆市首个科技特派员党员志愿服

务团，并率先开展“综合农事+全程机械化”示范，为山地

丘陵乡村振兴蹚出了一条路。

无人机飞播技术破解山
地种植难题

“你看，全是‘巴掌地’‘鸡窝田’，大型的农耕机器开不

进，播种、施肥、收割只能靠人工。”油菜田承包人邱本平坦

言，山城重庆因地形独特，吸引了众多游客，但在广袤的农

村，丘陵山区地形地貌却是农户耕作中最大的难题。

重庆素有“六山三丘一分地”之称。全市耕地中丘陵

山 地 占 比 高 达 98% ，其 中 坡 度 15 度 以 上 的 坡 耕 地 占

47.1%。机械上不了山、农机入不了地是重庆农业现代化

的短板。

江津区土地富硒，种植出来的农作物在市场上很受

欢迎，不过因为机械化程度不高，很多地方耕作主要靠人

工。邱本平一直从事农事劳务工作，他算了一笔账，以前

他种油菜，需要请五六十个人，一年最多只能种 1000 亩，

扣除成本，为种田忙活一年，却几乎赚不了钱。而且随着

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当地面临着无人种地的问题。

剪着干练的短发，说话干脆有力，李英与机械打了二

三十年的交道，加上她有着一股重庆女性典型的“巾帼不

让须眉”的干劲，被同事们称为“热心的铁娘子”。

“油菜是重庆重要的食用植物油料，年种植面积已超

400万亩。”李英说，川渝地区是我国冬油菜的主要种植区

域，为保障我国“油瓶子”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过去，当

地油菜种植以传统的人工播种方式为主，劳动强度大，播

种移栽费时长、成本高。

对此，李英在 2021 年提出了油菜无人机飞播技术。

该技术不仅提高了土地墒情适应性，降低了气候环境的

影响，还提高了播种效率与播种质量，降低了播种成本，

显著提高了油菜种植经济效益。

在重庆市农科院的支持下，李英带领重庆市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设施与设备

功能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开展研发工作。通过两年的试

验，结合油菜农艺生长特性，他们制定方案、试验测试、确

定参数，制定了一套适合重庆丘陵山区使用的无人机飞

播技术规程，有效解决了油菜播种的瓶颈问题。

科研探索丘陵山地全程
机械化种植

“我一个人操作无人机，通过飞播技术，一天可以播

种 100多亩。”26岁的邱俊自豪地说，他是重庆市江津区诚

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飞手，在李英团队的帮助下，他学会

了操作无人机进行播种、植保、施肥等工作，现在只需要

两三个人配合，就能完成以前几十个农民做的事。以前

在江苏打工的他说，有了无人机播种和农艺技术，现在种

田就像上班，朝九晚五，收入不比打工少。

“今年用了无人机油菜飞播技术，我的油菜种植面积

一下就增加到了 2700 亩。”邱本平笑着说，不但播种效率

和质量高，而且大大节约了成本，加上种的是重庆市农科

院油菜团队培育的新品种“庆油 3号”，油菜苔能够当蔬菜

卖，油菜籽出油量高，今年，仅卖油菜苔，他的收入就突破

了 30万元。

油菜无人机飞播技术不仅被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列为

重庆市 2022 年度十大引领性技术，今年还作为重庆市主

推技术在全市进行推广。经统计，本年度按李英团队拟

定的无人机飞播技术标准进行无人机飞播的油菜种植面

积已达 30余万亩。

“不仅仅用无人机，我的理想是丘陵山地农业都能实

现全程机械化。”李英说，针对重庆丘陵山区的水稻生产

成本高、劳动强度大、现有收割机可靠性差、机械化程度

低的突出问题，她带领农机所研究团队与重庆鑫源股份

公司等开展了丘陵山区小型轻便联合收割机开发与推广

应用项目。

通过对小型联合收割机喂入技术及结构创新，操纵

机构创新及操作舒适性提升、作业监测技术装备创新等

技术攻关，他们研发并推广了以整机重量轻、适应性好、

作业效率高、可靠性好、智能化先进适用为特点的系列小

型水稻联合收割机。

“现在农用机械是‘开得进’也‘用得上’了。”邱本平

说，有了适合的农用机械，田地进行简单平整后，就能开

展机械直播、机械收割等机械化操作，现在他的合作社有

8 名机械手，不仅能够满足他自己流转农田的种植需要，

还能承接其他农业企业的工作。

邱本平又算了笔账，等油菜籽丰收后接着种水稻，种

一块田能有三份收入，现在不用担心种田赚不了钱了！

据统计，今年李英联合川渝两地科技特派员志愿服

务党员在江津区诚智农业专业合作社集成高粱油菜轮作

技术、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油菜无人机飞播技术、油蔬两

用技术示范田 3000亩，把生产效率提高了 30多倍，在油菜

不减产的情况下新增经济效益近 150万元。

科技特派团“合力”创新
服务模式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派驻重庆

市江津区三年多来，李英不仅通过自己的专业服务推动

江津的山地丘陵智慧农机发展，还担任江津区科技特派

员党员志愿服务团团长，通过整合技术、资源优势，创新

服务模式，把不同专业的科技人员凝聚起来，发挥团队力

量，创新服务形式。

“可以把无人机播种技术再改进一下，实现条播，这

样方便成熟后进行机械化收割。”在油菜测产现场，重庆

文理学院教授赵立军提出了改进意见，作为丘陵山地智

能农机和农业机器人研发设计专家的他，也是党员志愿

服务团成员。赵立军针对丘陵山地农业所需，已经研发

了“丘陵山地拖拉机无人驾驶系统”“果园除草机器人”等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下一步，他将和服务团一起针

对江津农业产业情况，研发更多智慧农机。

截至目前，江津区基本形成了“全程机械化+综合农

事”的发展新格局，实现宜机化耕地改造 2万亩，拥有大中

型拖拉机 60 台，收割机 30 台，配套机具 100 套，无人机 50

架，无人机、农机操作手 1000 人，专业维修人员 300 人，累

计开展粮油机械全程化服务达 15万亩，其中水稻 12万亩、

油菜 3万亩，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55%。

“协同创新服务模式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从单兵作

战到集中作战、从单项技术到集成技术、从短期流动服务

到长期固定服务、从单一示范点到区域示范集群的根本

转变。”江津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组建党员科

技特派员志愿服务队，目前，江津区已形成涵盖 1 个人才

库、17个科技特派团、27个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的农业科技

服务新格局，解决技术问题 3391 个，受益企业、合作社等

经营主体达 1637家，受益农民达 22.2万人次。

无人机飞进菜地，让农民抱稳“油瓶”

在山东省聊城大学黑水虻种虫繁育和有机废弃物转化山东省工

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研究中心）里，山东省优秀科技特派员、教

授李路胜饲养了一群虫子——它们的幼虫形似蚕蛹，成虫却与蜜蜂

相似。在李路胜心中，眼前这些密密麻麻的虫子是“宝贝”。

“它们的名字是黑水虻。”5 月 20 日，在工程研究中心里，李路胜

指着这些培养多年的“宝贝”，为科技日报记者梳理出一条产业链：

“黑水虻其貌不扬，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定的资源型昆虫，堪称自

然界最强‘清道夫’。我们首创北方全人工环境繁殖供卵技术体系，

通过孵化、层叠式饲养，以餐厨垃圾、动物粪便为食物，培养出黑水虻

成虫，再将其加工成宠物饲料、高端鱼食，乃至转化为医药保健品。”

攻克共性技术，首创北方全人工环境繁殖供
卵技术体系

记者注意到，上述链条背后是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

目——“利用黑水虻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在该项目中，作为科技特派员，李路胜扎根一线，团队以资源性

昆虫为媒介，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解决了北方地区黑水虻成虫繁育

的问题，提出了“畜禽养殖与黑水虻生物处理废弃物”现场一体化模

式，在幼虫机械化处理以及虫体应用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黑水虻是好虫子”——这句话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但其人工

种虫繁育困难也是不争的事实。

“黑水虻繁育需要较高的温湿度和独特的光照要求，在淮河以北

地区野生状态下，虻虫只在 4—9 月份繁殖，且能生存下来的群体数

量稀少，无法满足规模化利用需要。”李路胜透露。

为破解痛点，他的团队在实验室搭起繁育台，对不同温度、湿度和

光照条件下虻虫繁育情况进行持续观察实验，经过数百次数据对比，确

定了种虫繁育的最佳温湿度和光谱波长，并研发出刺激虻种繁殖的专

用灯具，设计了自动化繁育温室，形成了北方地区黑水虻全人工环境下

繁殖供卵的技术体系，解决了北方寒凉季节无法持续供卵的问题。

山东省虫业协会理事长、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刘玉升评价道：“该

研究解决了北方地区黑水虻种虫繁育难题，为在北方地区全年利用

黑水虻生物转化有机废弃物奠定坚实基础，具有较高的生态和经济

价值。”

科技特派员的重要使命是让技术落地，补产业短板。

依托上述成果，李路胜团队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建设了

4000 多平方米的种虫繁育基地，目前日产虫卵能力达 55 千克以上。

该产能可构建起山东区域黑水虻稳定种群，并可全年稳定供应北方

地区。

净化黄河“毛细血管”，开创有机废弃物循环
利用新模式

“黑水虻对有机废弃物的转化效率很高。”为证明这句话，李路胜

向记者列出几个数字：1克虫卵生活期内可处理约 10公斤废弃物，并

形成 2.5公斤有机肥和 1.5公斤优质鲜虫。

为提高其转化效率，李路胜团队分别对鸡粪、猪粪、餐厨垃圾等进

行试验，得出不同底物、投喂方式等条件下的转化效率参数，根据参数

设计出盒式和层式两种机械化转化设备，7项专利技术由此诞生。

粪便运输会污染环境，增加成本。长期深耕基层的李路胜提出

的“畜禽养殖与黑水虻生物处理废弃物”现场一体化模式解决了这个

难题。

该模式在养殖场粪污暂存区建设处理设施，采用“微生物+黑水

虻”联合处理，可使粪污运输干重减少 50%，臭味明显减少；同时，处

理粪污后获得的黑水虻鲜虫可直供加工基地。

聊城市鼎顺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是李路胜对口帮扶的单位，公司

负责人石正雪是该模式的受益者，他表示：“这种模式解决了养殖中

粪污污染大、处理难问题；同时黑水虻幼虫还能给养殖场带来经济效

益，我们获益巨大。”

厨余垃圾是黑水虻的“最爱”，但其含水量和糖分高，不适宜直接

用于饲养黑水虻。

对此，李路胜团队通过产学研合作提出了腐败瓜果厌氧发酵生

产酵素，其余厨余垃圾饲养黑水虻，发酵产生的酵素喷淋底物促进黑

水虻采食的“餐厨垃圾黑水虻和酵素二元处理模式”。

该生产模式因其独特的生态环保特点荣获 2020 年度山东省循

环经济十大创新成果奖。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吉斌认为上述模式解决了高含水量厨余垃

圾处理难问题，实现了生物转化有机废弃物的绿色循环、闭环发展。

山东是畜牧业主产省份，养殖粪便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全省的

68%，氨氮占 37%；餐厨垃圾数量庞大、处理困难且弊端明显。

李路胜认为，这些困扰人类的难题，却是黑水虻大有可为的天

地，特别是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沿黄

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被严格划定的形势下，黑水虻广泛推广可缓解黄

河流域农业农村环境面源污染，有助于黄河“毛细血管”的净化。

科特派培育环保“清道夫”

使厨余垃圾变废为宝

图为黑水虻。 受访者供图

5 月 16 日—18 日，湖北省万名科技特

派员助力强县工程线下集中服务月活动

走进襄阳。中科院水生所 9名省级科技特

派员走访水产养殖企业和示范基地，进行

服务指导，实地解决水产养殖过程中的种

苗繁育、水质调控、病害防治等问题。

初夏的荆楚大地，从田间地头到工厂

作坊，处处活跃着科技特派员的身影。

一名科技特派员就是一支生产队。

湖北省积极引导，让科技特派员成为“三

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的传播者、强

县工程的助推人，让他们把更多论文写在

荆楚大地，把更多成果留给企业和农民，

用科技支撑湖北强县工程高质量发展。

“精兵强将”奔赴一线

“这几处溃疡病比较严重了，建议更

换高抗品种，同时多装些防风网。”5 月 6

日，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猕猴桃专家、省

级科技特派员张蕾到湖北省浠水县，围绕

猕猴桃溃疡病防控和花果管理等需求，开

展技术服务。

正值猕猴桃生长关键期，张蕾连续走

访了湖北闻慧农业科技生态产业有限公司

等多个生产基地，查看猕猴桃坐果情况和

溃疡病的发病状况。和种植户交流后，张

蕾针对溃疡病防控、幼果期果实管理、授粉

雄株管理等问题，现场进行示范指导。

湖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刘晓洪介绍，

该院精心选派200多名经验丰富、技术过硬

的科技人员担任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把

脉问诊”，促进科技、项目、人才、成果等要

素向县域聚集，全力支撑强县工程建设。

同时，该院围绕湖北省十大重点农

业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开展联合

攻关和科技服务，助力京山桥米、麻城辣

椒、三山湖砂梨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

准化生产。

5 月 13 日，湖北工业大学生物工程与

食品学院教授、省级科技特派员刘明星赶

赴湖北省恩施州，到湖北和诺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科技服务，对该公司在生

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指导，借助

湖北省企校联合创新平台，共同探讨如何

对消旋体烟碱等 3种产品的合成工艺进行

革新升级，提高生产率。

对此，刘明星提出采用化学拆分方

法，改进产品制备方法，可有效提高产品

质量，提升竞争力。他还建议企业采购合

适的环保处理设备，运用生物处理和化学

处理法，高效处理污染物。

当前，湖北正通过科技特派员与企业

共建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产业技术研究

院、专家工作站、技术研发中心等科技服

务平台，实施定向研发、定向转化、定向服

务，开展“沉浸式”“蹲点式”科技服务，推

动院校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落

地见效。

“科技翅膀”助力腾飞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位于长江流域

柑橘带，是全国柑橘生产基地之一。柑橘

作为该县支柱产业之一，种植面积超过 12

万亩。

5 月 17 日，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柑橘

专家、研究员蒋迎春和团队成员一起到阳

新县送科技服务。

专家们实地走访阳新县吾生缘家庭

农场等杂柑优质高效栽培示范基地，现场

指导阳新县柑橘产业布局、杂柑裂果和枯

水等产业问题，并对当前果园轻简化栽培

关键技术进行详细指导和示范，为阳新县

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阳新县科技局为科技特派员发

放聘书。科技特派员对接近百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用实际行动做给农民看、领

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

4 月中旬，湖北举办万名科技特派员

助力强县工程推进会，20余家科技特派员

派出单位与县市科技部门签订服务协议，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冯艳飞表示，今

后，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做好万

名科技特派员助力强县工程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努力担当作为，为县域创新高质

量发展献智出力；进一步通过优化选派方

式、拓展选派范围、完善组织模式等方式

加强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

下一步，湖北省科技厅将继续精准对

接服务县域产业，着力补齐县域科技短

板，帮助做好县域人才培养等技术服务；

通过布局工作站深化科技特派员社会化

服务，并打造信息化服务平台，进一步完

善科技特派员服务，不断引导人才下沉、

科技下乡、服务“三农”。

此外，湖北出台了系列政策，为全省

科技特派员服务强县工程营造良好环境，

让科技特派员在服务强县工程及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湖北：科技人才献智出力，强县工程阔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