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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雍 黎 实习生 杨 敏

◎本报记者 江 耘 实习生 卢馨怡

◎查桂银 本报记者 吴长锋

“刘老师下月来坐诊的日期定了！”7

月 17日，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鲁渝中医药康

养中心（以下简称康养中心）工作人员唐

小乐在诊疗群里一发出消息，立马收到群

里不少患者的预约信息。

唐小乐说的刘老师，是鲁渝科技协作

特派员、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

痛医院院长——刘春山。作为山东远近

闻名的针灸专家，刘春山到重庆进行帮

扶，他充分整合鲁渝两地中医医疗、中药

资源评价及健康产品开发等资源，为重庆

中医药健康产业“施针把脉”。

传授独创针法，建立康
养中心治疗慢病

腰肌劳损如何治疗？半月板受损如

何止痛？糖尿病如何长期监护……在康

养中心，刘春山在向唐小乐传授自己独创

的中医药康养方式。刘春山拥有 40 年经

筋研究、临床经验，创立了“解结松筋”疗

法，获得多项针灸专利，并独创了系列中

医治疗慢病的方法。

“今年是我在重庆的第四个年头。”刘

春山说，2019 年成为鲁渝科技协作特派员

后，他每月都要赴重庆进行帮扶。他牵头

在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已有门诊部基础上，

积极整合鲁渝两地资源，建立了重庆首家

专业康养中心——鲁渝中医药康养中心。

这是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鲁渝科

技协作的重点任务，也是重庆市中药研究

院大健康科研及产业融合的改革试点。

刘春山将自己多年的针灸和管理技

术输送到此，为康养中心设置了全方面、

全流程的治疗方法。

“刘老师的针灸和重庆的针灸不一

样。”唐小乐说，刘春山针灸用的针比常见

的针粗且长，在治疗关节疼痛上很有效，

现在已经成了中心“行走的招牌”。

积极“造血”，培育人才
打造产业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作为重庆中药专

业科研机构，拥有中药鉴定学、中药生药

学、中药化学 3个重点学科，不过在中医健

康医学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刘春山的到来

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他带头创立了中

医健康医学学科，走出了重庆市中药研究

院进入该学科体系的第一步。

为加快该学科建设发展，刘春山积极传

授针灸技术，把控中药理疗项目以及药膳相

关产品开发方向；同时，采用“师带徒”的师承

教育模式，培养学科带头人才、“解结松筋疗

法”针灸治疗人才，为鲁渝协作“造血”。

“治未病”是中医独有的治疗方式，即

通过中医药预防及干预技术、中医药调理

新产品，改善人体亚健康状态。为破解慢

性病及未病防治重大研究课题，刘春山与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共建了“中药健康学重

庆市重点实验室”，重点关注防治肿瘤、降

血糖、降尿酸、提升人体免疫力等研究。

刘春山和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团队围绕

老年病、慢性病和未病防治需求，开展了中

医药康养理论创新，进行了艾蒿、乌天麻、两

面针等天然产物成分分离鉴定及创新药物

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等研究，开发了乌天麻保

健酒、乌天麻片、乌天麻胶囊等系列产品。

重庆有着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作为

鲁渝科技协作项目负责人，刘春山针对重

庆帮扶区县的实际情况，挖掘优势产业，

与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通力合作，通过在重

庆贫困区县建立示范基地，优选艾草、生

姜等适用于中药大健康产品生产的中药

材品种开展生态高效栽培和推广应用示

范，以“科研院所+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刘春山和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团队在

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建设生姜种植基地

500 亩。通过精深加工研究，他们开发的

生姜首乌洗发露、姜枣派风味饮料、姜枣

糖等多款生姜相关大健康产品，走进了千

家万户。

刘春山：为重庆中医药健康产业“把脉”

近年来，江西省各村庄陆续兴起种植

紫山药。这种紫色的山药颜值和价值兼

备，受到村民的青睐。那么，这种紫色的

山药是如何种植出来的呢？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横坑村的农户

刘大爷就是种植紫山药的带头人。他是

当地的种植能手，结合多年的种植经验，

刘大爷选用了宜春职业技术学院紫山药

科研团队培育的“赣紫山药 1 号”和该团

队 研 发 的 紫 山 药 浅 生 定 向 栽 培 技 术 。

刘大爷发现，用这种技术种植的紫山药

产量高、色泽鲜艳、口感细腻，备受市场

欢迎。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紫山药科研团队

共有 11名成员，致力于紫山药的种植和研

发。其中，团队负责人付晨曦专攻紫山药

定向栽培技术。团队其他成员则在产品

研发、运营宣传、市场开拓、包装设计、质

量检测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要想把紫山药种植好，村民还需要专

业的技术支撑。近年来，宜春职业技术学

院每年都会组织“三下乡”实践活动，带领

学生走到田间地头，为当地农民带来新技

术。针对紫山药种植中存在的问题，宜春

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采用了独特的大

棚避雨栽培技术、因地制宜的微生物有机

肥技术、先进的种植设备、标准化的生产

流程，降低了紫山药种植过程中的发病

率，提高了产品质量。他们在实践中获得

了技能与经验，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收益。

在宜春职业技术学院紫山药团队的

指导下，横坑村开始采用新技术进行紫山

药种植。在科研团队的指导下，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的学生发挥专业所长，定期前往

横坑村观察紫山药的长势。在他们的不

懈努力下，横坑村紫山药的产量和品质得

到了显著提高。

此外，通过技术支持，当地紫山药基

地的削根、采收、分级、包装等工作也得

到改善，有力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自

2021 年起，“赣紫山药 1 号”在横坑村连续

获得了丰收。如今，对于横坑村的村民

来说，他们一年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

紫山药，种植紫山药的农户亩均增收超

7000 元。

紫山药生长在希望的田野上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 讯 员 况 丹

2003 年，浙江大学教授王人民扛着被子、拎着衣服，

一路颠簸，从浙江省杭州市来到金华市的磐安县尚湖

镇。千里迢迢不为别的，作为浙江省首批科技特派员之

一，他用一身农技本领帮助这里的百姓脱贫致富。

20年间，王人民在磐安学会了在山路上骑摩托车，走

破了无数双鞋子，也吃惯了老乡家的番薯和土豆……最

重要的是，他在当地成功推广了茶叶机械化制作，带领村

民种上了蓝莓、金线莲等经济作物，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

的“致富领路人”。

2022 年，王人民正式退休了。本该颐养天年的他却

放不下磐安的农民朋友，忘不了在这里工作生活的点点

滴滴，毅然接下了第十五批科技特派员的工作。于是，村

民又能经常在田间地头看到这位黝黑皮肤里透着斯文气

的科技特派员。

在 磐 安 县 ，类 似 王 人 民 这 样 的 科 技 特 派 员 并 不

少——浦锦宝、斯金平、朱开元……

2003年以来，累计有科技特派员282人次、科技特派团

9个、法人科技特派员 1家来到磐安县开展帮扶工作，有效

缓解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类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

政府“保姆式”服务让科
特派情系磐安

磐安县是中国药材之乡，在浙江中药材“浙八味”中，

“磐五味”举足轻重。

据统计，磐安县有家种和野生中草药 1219 种。这

1219 种中草药是如何统计出来的？正是浙江省中医药研

究院研究员、科技特派员浦锦宝及其团队耗费 6 年多时

间，深入磐安县大盘山采集中药材标本 3000余份，拍摄照

片 10万余张，“数”出了磐安的中草药种类，并编撰当地药

用植物资源的首部药材志——《大盘山药材志》。

“摸清药用植物资源，研究它们的野外生存环境，再

进行几代繁育，才能够筛选出适合人工繁育的优质药用

植物种质。”浦锦宝说道。

磐安县是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制度首批试点县，当地立足

山区实际，围绕选、派、管等方面，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当地打破了从科技局、农业局等部门选派科技特派

员的惯例，改为面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省市级专家，

根据产业特色和实际需求外聘实用型（科技）特派员。

在中药材产业方面，磐安县聘请了浙江农林大学、浙

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等高校院所的科技特派员 9 人开展各

类技术攻关、示范推广项目 80余项。

除了农业，工业、社会事业等领域也有 80余名特派员

活跃在一线：浙江中医药大学与浙江大晟药业有限公司

联合开展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等相关产品

关键技术研发；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与山之舟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林菌虫生态循环模式”；来自浙江

科技学院的科技特派员楼易帮助磐锋刀片有限公司改进

刀片淬火回火工艺，突破困扰企业多年的热处理工艺技

术瓶颈……

为了让科技特派员在磐安县安心、舒心、顺心地开展

工作，当地党委和政府按照“保姆式”标准做好保障服务

工作，推出了“三有服务”，即有定点住宿酒店、有专门办

公场所、有专人对接服务。

“1030”运行模式让科特
派深耕磐安

在浙江农林大学共富学院（磐安）的墙上挂着一张

工作计划表：支持磐安县申报“中国黄精之乡”——进展

100%，每年服务企业或基地不少于 50 次——进展 55%，

项目组成员配备 10 人及以上入驻磐安县企业或科研机

构——进展 50%……

浙江农林大学共富学院（磐安）老师周爱存介绍，共

富学院（磐安）于去年底成立，半年多时间已开展国家、省

市级科研课题 7项，开发药食同源产品 12款。

2013 年，浙江农林大学省级现代粮食产业学院院长、

铁皮石斛国家科技特派员创业链首席专家斯金平和磐安

县结缘。10 年时间里，他带领团队发展壮大磐安县的铁

皮石斛、黄精产业，推动磐安县中药材产业化发展。

“我最初一人来磐安，后来带领 5个老师组团服务，希

望更多地帮助当地农民。”斯金平感慨道，即便如此，他和

团队成员也忙不过来。

斯金平觉得个人力量总是有限的，要想把磐安县中

药材产业发展好，需要多学科支撑，必须要撬动浙江农林

大学整体的师生资源。于是，在他的牵线搭桥下，浙江农

林大学共富学院（磐安）应运而生。

浙江农林大学共富学院（磐安）以科技特派员为领头

羊，推行“1030”运行模式，即引入 10名教师和 30名在读研

究生，围绕中医药健康产业开展课题研究、产品研发、人

才培养等工作。

40 位师生组团长期驻扎服务磐安，药农和药企需要

帮助时，斯金平再也不担心无法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了。

无论是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团还是法人科技特派

员，都因有本职工作而无法长期驻扎地方、服务地方。对

此，周爱存表示，磐安县以科技特派员为领头羊，整合撬

动科研院所资源，在地方搭建全日制的科研服务平台，正

在探索破解这一问题的方法。

周爱存每周在共富学院（磐安）工作 5天以上，有足够

多时间跑企业、会药农，很快便与浙江闲人谷中药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就黄精人参茶展开研发，将传统颗粒茶包升

级为速溶颗粒茶包。这一升级，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功效，

也拓宽了产品的市场空间。

“‘1030’模式其实还含有一个目标——为磐安县中药

材产业开发出十大系列 30 款产品。”斯金平感慨道，没有

共富学院（磐安）就无法完成如此大的任务。

“一亩山万元钱”大产业
让科特派造富磐安

松树上长着一圈又一圈的石斛，松树下种植着黄精、

三叶青、八角莲等各种中药材。“‘树上石斛树下草药’的

仿野生种植模式不仅将山林可利用空间最大化，还能大

幅提升中药材的经济附加值。”磐安县方正珍稀药材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郑方正介绍，这种种植模式就是在斯金

平指导下开展的。

郑方正是土生土长的磐安药农，从小跟着父母种植贝

母、元胡。16岁时，他就走南闯北，到全国各地收购药材。

期间，一位温州客商让他帮忙收购铁皮石斛，两三年间，他

为温州客商带回数千公斤的石斛，创造了可观收益。

2006 年，郑方正将石斛“搬回”磐安县种植。开始很

顺利，收益也高。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冬天的寒潮将石

斛冻死了大半，他和药农损失惨重。

山重水复疑无路，闻讯赶来的斯金平通过改进组培

技术，培育出一种耐寒的石斛种苗，种苗成活率从 50%增

长至 90%以上。

此后，斯金平还帮助郑方正开展仿野生种植、发展

林下中药材种植、开拓农旅融合路子、开发石斛衍生产

品……如今，除了石斛种苗和成熟药材外，铁皮石斛面

条、饼干、月饼、饮料、药酒等产品也颇受市场追捧。

“我希望通过不断推广技术，把铁皮石斛种在浙江大

地，形成‘一亩山万元钱’的大产业。”斯金平说道。

2003 年至 2022 年，磐安县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从

2000元增加至 24299元，科技特派员功不可没。

未来，磐安县将积极探索创新，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

继续为乡村振兴添彩。

浙江磐安：

科特派成为山区百姓致富领路人科特派成为山区百姓致富领路人

7月 7日一大早，位于安徽省天长市的安徽牧马湖农业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牧马湖集团）迎来了省专家组的现场考察。

原来，该企业与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承担了省重点研发项目，专

家们受邀到现场进行打分评价。

“企业能‘攀上高枝儿’，与诸多高校携手，承担省里重点研发

项目，多亏了市里开展的‘产业链、创新链’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

安徽牧马湖集团董事长胡胜桃说，天长市通过深化落实科技特派

员制度，探索科技和制度协同创新，找到了一条促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的好路子。

社会化服务，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小暑前后，在天长市汊涧镇张营村广袤的田野上空，数台无人机

正按设定路线往返喷药，呈现出一派夏种夏管繁忙景象。

“水稻田间化除施药后，48小时内需要上水，据天气预报，最近天

长市所在的区域将有大到暴雨，赶在雨前施药，药效会更好，我们的

人和设备全部出动，开足马力，赶在暴雨之前，完成托管喷药。”天长

市禾禾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平东林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今年，

他们全程托管 9200 亩水稻，涉及南京市六合区、滁州市来安县以及

天长市的 3个乡镇。目前，合作社的夏种全部完成，进入田间管理阶

段。

前些年，平东林带领 5 个大学生创办天长市禾禾生态农业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流转土地 360 亩，今年夏收小麦平均亩产 850 斤，都

与粮食加工企业签了订单，价格比市场高，每亩增收近 120元。”平东

林说。

“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指导下，我们合作社联合村集体、家庭农

场共同投资入股成立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平东林说，中心实

现了统一生产资料供应、统一种植茬口安排、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农

机服务、统一秸秆利用、统一产品回购、统一加工品牌销售“七统一”

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该中心既是一个土地托管服务的新型农业经济主体，也是一个

整合农村各类资源的平台。”平东林说，一方面，村集体以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入股，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另一方面，该中心吸收周边

家庭农场和农事合作社的资金和农机入股，盘活了闲置在一家一户

的农机设备。

打造利益共同体，从一转了之变为积极参与

“我家有 70亩土地，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育秧插秧、无人机植保等

全程农事服务，家里的水稻去年增产近 2 万斤，增加了 2 万多元的收

入。”张营村村民范齐云兴奋地告诉记者。

说起村里的“土地托管”，汊涧镇汊北村大坝组村民徐恒江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自家 10 亩承包地入股村合作社，去年一季水稻保底

收入为每亩 450 元，二次分红每亩得 160 元，被村合作社聘请负责田

间管理收入达 1万元。

“村里有 500亩土地交给合作社全程托管，村民空闲时间能去工

厂或者在合作社里打工，平均每名村民每年能增加约 5000 元的收

入。”汊涧镇汊北村党总支书记陈云告诉记者，汊涧镇已在 6 个村探

索成立村级土地托管合作社，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村集体和村

“两委”成员以资金和管理入股，其中小农户、村集体、村“两委”占股

分别为 50%、10%、40%。

陈云说，过去的土地流转，小农户是一转了之，种田大户无论是

盈是亏，皆与小农户无关，会出现流转大户经营不善亏损跑路的情

况。如今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保底收入虽然低，但收益分红

占 50%，自家承包田种好种坏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农户从过去

的一转了之转为积极参与。

目前，天长市已有 9500多户农户以 9.7万亩土地入股 182个经营

主体，每年约实现收益 4900万元。

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互补共赢

“我们本着需求共征、平台共建、成果共转、培训共办、项目共商、

利益共享的原则，充分发挥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市科技局党组织牵

头，通过签订党组织结对共建协议，共同打造农业产业的‘产业链、创

新链’。”天长市科技局局长李晓明告诉记者，由天长市科技局牵头，

组织南京农业大学提供最新的科技成果，禾禾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成果转化和全程社会化服务，各村级合作社负责经营，自负盈

亏。在此基础上，由安徽牧马湖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通过优质订单

培育品牌，并与合作高校共同研发新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最终用创

新收益回馈“链条”各成员。天长市科技局提供项目和资金支持。

李晓明介绍，2022年，作为“创新链”的市科技部门在“产业链”成

员单位实施科技项目 4项，安排财政资金 64万元，南京农业大学等天

长市水稻产业科技特派团成员单位提供最新科技成果 5 项，开展新

品种、新技术研发 3项，为产业链增收超 500万元。

“打造三个‘共同体’，探索科技与制度协同的‘双轮驱动’新模

式，优势在于不与农民争利益，创新经营模式，把村集体、小农户、家

庭农场、科研院校、加工企业、生产供应企业、仓储企业、销售商、金融

保险等联合起来，形成产业联合体，实现互补共赢发展。”天长市委书

记贺家平说。

安徽天长：

探索农业产业“双轮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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