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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雍黎）8月 28日，科技日报记者从重庆市科技

局了解到，今年，重庆市科技局选派了 337 名国家“三区”科技人才

（国家级科技特派员）、1000 名市级科技特派员、1470 名区县级科技

特派员，深入农村一线开展系列科技服务，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做实

事，带动村民增收，探索新路子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民生项目清单推

动主题教育与民生实事互融共进。

玫瑰香橙、油菜新品种、芦花鸡、三峡绿茶……重庆市这些耳熟能

详的优质农产品品牌背后，都有科技特派员专家团队的支撑。

重庆市今年上半年共选派科技特派员 2807 人，覆盖蔬菜种植、

畜牧业、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法律咨询等多个优势特色产业。重庆

市将科技特派员工作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建立“科技特派员助力乡

村振兴”项目清单，以支持返乡农民工科技创新为主线，通过支持创

业人员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选派科技特派员“一帮一”技术帮扶，助

力乡村振兴。

同时，重庆市鼓励支持科技特派员创办企业、专业合作社，与服

务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创业，从而实现管理、技术、市场、土地等要

素的有机结合，把科技特派员短期服务行为转为长期共同创业和共

享利益的行为。通过创业扶持壮大和培育一批农村科技型企业，有

效提高经济实体对农户增收的辐射带动能力。

重庆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重庆市科技局选派的科技

特派员服务的范围涵盖了 874个乡镇，直接辐射带动 82543户农民增

收，在推动重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中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科技答卷。

“今天，我们将从国内外智慧农业的现状、智慧农业的关键技术

创新和应用场景等 7 个方面系统讲解智慧农业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乡村建设、农业大数据应用等多方面的内容。”近日，重庆市科技

特派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

春江在万州区开展“智慧农业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时说。

这场专题讲座的学员包括当地的农业企业工作人员、农户、科技

特派员。讲座中，赵春江分析了万州区农业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了万州

区应用智慧农业机械设施和采集运输设备，深挖降本增效潜能，进而推

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提档升级的路径，还展示了智慧农业的典型案

例和先进数字农业技术的应用，为学员提供了生动而具体的参考案例。

除线下讲座，重庆市还特别开设重庆科技特派员网络公开课直

播课堂，组织来自知名高校院所、“实战”经验丰富、讲课生动有趣的

科技特派员，针对产业关键技术难题开展线上直播，为各地的农业生

产提供坚强保障。截至目前，科技特派员网络公开课已播出 126期，

课程涉及 18种种养产业，总访问量超 120万人次。

据了解，重庆市选派的科技特派员通过“政策宣讲+技术培训”

等服务模式，线上指导 15034 人次，线下培训 2377 场次，培训农民

70124 人次，解决技术难题 1980 项，发放技术资料 166865 册，引进推

广新品种 1039个，引进推广新技术 1101项。

重庆上半年

共选派2807名科技特派员

8 月 20 日，在山东省泗水县庞海波种植专业合作社鲜食地瓜生

产基地内，科技特派员庞海波正在忙着指导农户，把刚收获的甘薯分

拣、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眼前这些看似平常的甘薯，其实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研制出的优质鲜食品种。烘烤或蒸煮后，这些甘薯的口感将变得

软糯香甜，备受食客认可。

乡村振兴离不开本土人才。

庞海波拥有丰富的脱毒甘薯种植经验与精湛的种植技术。依托

他的技术，泗水县圣水峪镇成立了泗水庞海波种植专业合作社。当

地对这一平台寄予厚望——该合作社近 300亩的土地面积贡献了泗

水县 90%以上的鲜食类甘薯苗。仅甘薯育苗一项，每年就能实现营

收近 3000万元，年利润 300多万元。

“庞海波育苗子、种地瓜、闯市场，样样都是行家里手。”这句话一

传十，十传百，让当地老百姓找到了榜样，乐意跟着庞海波干，共同富

裕的路子越走越宽。

当地政府也乐于推动庞海波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作用。今年，

庞海波所在的圣水峪镇推荐他参加泗水县科技局组织的科技特派员

评审，并通过了注册认定。自此，他有了新使命——充分发挥自身带

动引领作用，培训周边农村人才，吸引了更多种植能手参与到乡村振

兴大潮中来。

庞海波是泗水县科技特派员队伍中的新人，也是高手，更是该县

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扎实落地的缩影。

近年来，泗水县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任务，坚持人才下沉、科

技下村，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和

着力点，先后推荐评审了 27名种植、养殖、畜牧、林果等领域的“田秀

才”“土专家”，将其纳入“乡土专家”科技特派员队伍，推动人才进村、

入户、下田，把人才技术、科技创新植入田间地头。

距离圣水峪镇不远的华村镇，也有一位远近闻名的科技特派员。

张士科是一名“80 后”家庭农场负责人，他的开新种植家庭农场

在华村镇小黄沟村流转土地 500亩，种植露天出口草莓，以全球良好

农业操作认证（GLOBAL GAP）为指导，实现了“良种—良法—种良

田”的农业良性循环。

2022年，张士科被评选为“乡土专家”科技特派员，自此，他更有干劲

了。张士科采用“自有基地带动示范+支部+农户集中入园种植管理”的

种植体系，同时与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

建立合作基地600余亩，带动一批农场主、种植大户、合作社共同发展，先

后培养了以尤纪强为主的农场主10余人，每人每年收入超20万元。

“乡村发展需要凝聚科技力量。作为农村科技特派员，我将拓展

农业农村科技特派员的服务领域。根据出口基地的要求和标准，我

计划 5 年内在华村镇再发展 5000 亩标准化合作基地，努力把华村镇

打造成全国最大的露天草莓标准化产业园。”这句话，是张士科从事

科技特派员工作一年多来的感悟。

张士科向科技日报记者透露，他有一个愿望：希望越来越多的泗

水年轻人回到家乡，成为田野里的造梦者，一起用科技、创新、青春力

量，绘就乡村共富图景。

“乡土专家”田间授技

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赤日炎炎，烈日当空。

眼下，北京市粮食作物创新团队有害

生物防控技术岗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草

业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班丽萍正带领团

队，在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下坡店村指导

村民防治玉米螟、棉铃虫等玉米穗期的主

要害虫。

“一旦发生病虫害，就可能导致减产，

通过专家一对一的指导，我们不仅学会了

如何识别和治理病害和虫害，更重要的是

掌握了预防病虫害发生的田间管理技术，

我们打心里感谢这些专家。”北京市房山

区窦店镇下坡店村的种植户刘海东说道。

近年来，班丽萍团队通过大量田间试

验，筛选出了一批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

植物和微生物农药，优化了防治方式，实

现了对鲜食玉米穗期害虫的高效精准防

治，同时节约了防治病虫害的成本。

鲜食玉米包括糯玉米和甜玉米，是指

在乳熟期收获的具有特殊风味和品质的

嫩玉米，是一种集粮食、水果、蔬菜为一

体的经济作物，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多种

维生素、氨基酸和蛋白质，因此备受消费

者欢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营

养丰富的鲜食玉米越来越多地走向百姓

的餐桌。然而，人们爱吃，虫子也爱吃。

在鲜食玉米种植过程中，害虫的侵袭难以

避免。它们会争先恐后来尝鲜，给农户造

成不小的损失。这些害虫很狡猾，为害往

往很隐蔽，加之防治还要考虑玉米上餐桌

的安全性问题，对农药使用有更为严格的

要求，使得鲜食玉米的害虫防治工作难上

加难。”班丽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作为北京市粮食作物产业技术体系

有害生物防控技术岗位专家，班丽萍带领

团队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最终研发出一

套以生物防治技术为主的鲜食玉米穗期

害虫绿色防治技术体系。

班丽萍介绍，这种技术体系具体为：

通过“双诱”（灯诱、性诱）方法诱虫，结合

“以虫治虫”的方法，在害虫羽化产卵高峰

期释放赤眼蜂，同时，配合使用生物农药

以及高效低毒化学农药，有效解决穗期害

虫防治难的问题。

数据显示，该技术体系可以有效控

制玉米穗部的虫害发生，使蛀穗率降低

15%—20%，每亩商品穗提高 50—100 穗，

每亩玉米的经济收入提高 100 元以上。

目前，北京京郊鲜食玉米的推广种植面

积已经超过 5 万亩，该项成果的规模化

示范，让广大京郊玉米种植大户吃上了

“定心丸”。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

究员张泽华表示，北京市粮食作物产业

技术体系有害生物防控技术岗位专家开

展的这些工作，积极响应了国家关于绿

色植保和农药化肥“双减”的政策方针。

在技术研发理念上保持了先进性，在技

术的系统性和有效性方面具有创新性，

为鲜食玉米产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技术保障。在尽量不使用农药的

前提下，保证鲜食玉米产量和品质，使用

绿色防控技术为玉米种植户丰产丰收保

驾护航。

“绿色防控卫士”助玉米丰产丰收

88月月 1111 日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往洞镇增冲村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往洞镇增冲村，，村民在晾晒玉村民在晾晒玉
米米。。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罗京来罗京来摄摄））

茶叶紧直细秀，嫩绿鲜润；茶汤碧绿清澈、滋味鲜醇

回甘……这是巴渝绿茶永川秀芽的特点。在今年 5 月举

办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多项比赛接连登

场。其中，重庆云岭茶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选送的“云

岭·永川秀芽”，一举夺得重庆市第六届斗茶大赛和第十

三届国际鼎承茶王赛两项比赛的“茶王”荣誉，为何是永

川秀芽夺冠？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来到重庆市永川区重庆市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科研试验基地，探寻永川秀芽获得“双

王”背后的科技密码。

茶园添“智”，种茶全程精
准管控

重庆是茶树原产地之一，茶叶产销历史悠久，也是全

国绿茶优势产区。永川的茶叶种植和生产历史可以追溯

到两汉时期。当地巴岳山、黄瓜山、云雾山等山脉上，有

近 19万亩土地适宜种茶。

作为重庆针形名茶的代表品牌，永川秀芽创制于

1959 年，此后国内著名茶学专家陈椽将其正式命名为永

川秀芽。

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科研试验基地里，依山而种的茶树郁郁葱葱。与其他

茶园不同的是，这儿的茶园里排列着一排排整齐的喷头、

摄像头等仪器。

“在我们的智慧茶园示范基地里有智慧茶园信息采

集与执行设备。”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吴全

介绍，这些设备分别为气象采集器、土壤水分与肥力检测

仪、茶树生长观测仪以及绿色防控用的性诱器、智能杀虫

灯等，它们在茶园里各司其职，作用可不小。

吴全介绍，要把茶树种好，需要茶园管理者的精心呵

护，如合理地浇水施肥、适时采摘与修剪、及时发现茶园

病虫危害情况等。在传统茶叶种植中，需要通过仔细观

察、经验判断或仪器检测分析等手段找出问题并筛选解

决方案，技术要求高，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偏差。应用

智慧茶园管理系统后，多台设备可以及时精确采集到茶

园缺水、缺肥等信息，并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进行及时补

充或提示茶农灌水施肥；同时，它可以精确观察茶园生产

情况，提示用户安排人员进行采摘、防虫等。

自 2018 年起，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在永川

建立了重庆市首个智慧茶叶生产技术示范园区，推动茶

园管理机械化、数据化、智慧化，通过智慧茶园管理系统，

可实现自动肥水管理、自动控制害虫基数、预判茶叶产量

和品质等功能，研究人员用一部手机就能实现对茶园的

全方位监管。

借助大数据采集和智能分析，园区可以精准感知茶

园生态环境与茶树健康实时动态，实现精准管理，为茶农

提供管控方案，从而为永川秀芽提供高质量、标准化的原

料。吴全说：“这是确保永川秀芽品质优异的第一步。”

四 大 创 新 ，全 机 械 化
制茶

“对茶叶品质来说，制茶的工艺非常重要。”在永川秀

芽加工车间，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叶加工与

装备创新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钟应富介绍了永川秀芽

的加工工艺，并介绍了其中的黑科技——该团队通过多

年的科研，在杀青、揉捻、理条、自动化加工等四个方面实

现了创新，永川秀芽制茶已形成了机械化连续化作业，在

核心工序上实现了自动化和智能化运行。

上好的鲜叶制成永川秀芽，要经历摊青、杀青、揉捻、

抖水、理条、烘干等六大环节。钟应富表示，相比传统的

手工制造，机械化制造更能够保证绿茶的品质和形态。

永川秀芽属于名优绿茶，除了要保持清香鲜醇外，更

要呈现茶色“三绿”，即外形绿、汤色绿、叶底绿三个特点，

这是判断品质好坏的重要标准，而杀青是保证绿茶品质

的关键工序。

“我们发明了‘蒸汽+热风+微波’组合杀青工艺，确保

了永川秀芽的‘三绿’。”钟应富介绍，传统杀青一般采用

单一杀青装备技术，容易导致焦边糊叶、失水太重、断碎

率较高、香气不足等缺陷。该组合杀青方式则保证了杀

青工序的均匀稳定，解决了产品色香味的协调性问题。

永川秀芽是针形茶，茶叶紧直细秀，而传统揉捻一般

按轻—重—轻的揉捻顺序加压，诸多环节都是凭人工经

验把握。该团队发明了自动变频变压揉捻工艺及装备，

精确控制了揉捻投叶量、时间和压力大小，在不同揉捻阶

段，采用不同的揉捻转速，实现了制率与效率的有机结

合，也实现了标准化、连续化和高成条率、低断碎率的结

合。同时，该团队发明了自动变温变频理条工艺以及分

段干燥技术，打造了紧直细秀、色泽翠绿的针形茶品质。

“传统针形茶加工一般都是单机人工作业，按照工序

加工，存在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堆料时间长、品质不

稳定等问题。”钟应富介绍，茶叶加工与装备创新团队通

过设备配套与自动控制系列研究，制定不同产能设备配

套方案，稳定每一道关键核心工序的作业参数和加工效

率，实现了针形茶自动化流水作业，保障品质稳定和加工

过程及产品标准一致。

钟应富指着生产环节中的图像采集器说，他们现在

正在探索通过解析图片信息来控制或调整优化加工工艺

参数，真正实现由“看茶制茶”向“数字制茶”转变。

技术带动，小叶子振兴大
乡村

“虽然创制于 1959年，但永川秀芽制茶技术的推广应

用是在 2000 年以后。”吴全介绍，在重庆市科技局重点攻

关项目、应用技术研发重点项目和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资金项目等的支持下，近年来，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在全机械化加工技术成果方面已获科技成果进

步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授权专利 10余件。同时，他们

还发表了学术论文 20 余篇。据同行专家评价，全机械化

加工技术这一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而应用全机械

化加工技术使永川茶叶上了一个台阶，年产量 8500吨，产

值 10个亿，永川秀芽品牌估值也达到了 32.16亿元。

这一技术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永川。

钟应富对于重庆的茶叶种植情况了如指掌。他说，

重庆作为全国绿茶优势产区，全市 38 个区县中有 35 个产

茶，2022 年全市茶园面积为 108.8 万亩，毛茶产量 4.73 万

吨，毛茶产值 46 亿元。这项技术的推广将极大地助推重

庆绿茶的品质和价值提升。

激活一片叶子，培育一个产业，振兴一片乡村。作为

科技特派员重点派出单位，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在重庆各产业区对全机械化加工技术成果进行适应性

改良与推广。

巫溪县红池坝镇、城口县鸡鸣乡、酉阳县花田乡、开

州区大进镇、万州区龙驹镇、武隆区后坪乡、秀山县隘口

镇……一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重点乡镇依托全机械化

加工技术成果，将当地的绿茶产业发展壮大；“秀山毛尖”

“金佛玉翠”“巴南银针”“三峡天丛”“巫溪秀芽”……一批

区域公用品牌针形名优茶快速成长起来。这一技术促使

重庆 80%以上的茶企以生产针形名优茶为主，年产值超 30

亿元，在以茶产业兴旺助力重庆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永川秀芽晋升永川秀芽晋升““双料茶王双料茶王””的科技密码的科技密码

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的采茶比赛中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的采茶比赛中，，参赛者在永川区参赛者在永川区
永荣镇天王山茶园采摘茶叶永荣镇天王山茶园采摘茶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王全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