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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昊）10 月

16 日，记者从广西六堡茶“八新双

增”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项

目进展情况通报会上获悉，经过近

3 年的实施，广西六堡茶“八新双

增”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项

目（以下简称六堡茶“八新双增”项

目）基本实现了科技创新八个目标

和产量产值“双倍增”目标，有力地

推动了六堡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六堡茶“八新双增”项目属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2020 年 12 月由广西科技厅

批准立项。项目由广西茶叶科学研

究所承担，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

农业大学教授刘仲华牵头负责，下

设 19个子课题，组织广西区内外 38

家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开展六堡茶

全产业链技术攻关。目前，项目即

将进入验收阶段。

广西科技厅副厅长唐咸来在会

上表示，广西科技厅历来高度重视

六堡茶产业的科技创新工作，按照

“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总要求，一体

化筹措资金、平台、项目、人才等创

新资源，通过科技计划项目牵引，推

动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

刘仲华院士介绍，六堡茶“八新

双增”项目实施以来，基本实现了新

品种选育、新技术开发、新模式打

造、新设备研发、新产品开发、新标

准编制、新专利申报、新体系建立等

科技创新 8 个目标和六堡茶产量产

值“双倍增”目标。

六堡茶是广西特色名茶，是梧

州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梧州市市长

李振品表示，近年来，梧州市以实施

六堡茶“八新双增”项目为抓手，通过

科技赋能引领六堡茶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梧州六堡茶进

入了高质量发展“快车道”。目前，梧

州茶园面积突破 30 万亩，六堡茶年

产量超 3 万吨，综合产值超 200 亿

元。预计到今年年底，六堡茶产量从

2019 年的 1.7 万吨增长到 2023 年的

3.5万吨，直接产值从2019年的25亿

元增长到 2023年的 55亿元，实现六

堡茶产量产值“双倍增”。

据悉，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六堡茶产业发展，2020

年出台了《加快推进广西六堡茶及

特色优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等系列政策文件，提出以六堡茶

为引擎打造广西千亿元茶产业，要

求加强绿色种植、茶叶加工水平、标

准化体系建设、科技人才支撑等，把

广西打造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六堡茶

产区。

广西六堡茶产业

实现产量产值双倍增

记者 10 月 19 日获悉，12 名来

自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科技系统学员

近日结束了在黑龙江的科技创新能

力 培 训 ，带 着 满 满 的 收 获 返 回 新

疆。这是黑龙江省科技厅开展的第

二批培训。

今年 8 月以来，在黑龙江对口

援疆前方指挥部安排下，黑龙江省

科技厅先后开展了两批次总计为期

14 天的科技援疆系列活动。来自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科技系统干部、

企业代表人员共 24 人次走进黑龙

江接受培训。此举旨在发挥黑龙江

省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提升阿勒泰

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拓展科技援疆

的广度和深度。

在黑龙江省科技厅援疆干部牵

线搭桥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科学技

术局与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院组织实施结对共建项目，根据阿

勒泰地区科技创新工作需求，精心

制定课程计划，举办科技创新能力

共建提升培训班，采取课堂教学、现

场观摩、研讨交流等方式，围绕科技

创新发展战略、创新方法实战应用、

科技型企业培育、科技成果转化、技

术合同登记、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

进行专题授课。

通过培训，学员进一步增强了

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学员们纷

纷表示，这次培训课程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实用性，开阔了眼界、增加

了知识储备、提升了能力，为今后

做好本地区科技工作提供了方法

和经验。

学习期间，黑龙江省科技厅还

组织阿勒泰地区学员先后前往哈尔

滨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等地，就

高新区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创新平

台建设、科技企业培育、科技教育基

地进行实地考察；先后深入哈尔滨

爱威尔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

大学航天馆、大庆铁人纪念馆等地

观摩学习。黑龙江省科技厅高度重

视科技培训工作，专门组织本省科

技干部与新疆阿勒泰地区科技干部

进行科技创新共建座谈。

培训期间，黑龙江省科技厅还

积极牵线搭桥，推进阿勒泰地区与黑

龙江省科研院所、科技企业间的技术

交流合作。新疆布尔津县额河特有

冷水鱼繁育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围

绕利用阿勒泰地区江、河、湖等水利

资源，拟在水质处理、鱼类品种、增殖

放流等领域开展合作；新疆专精特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与黑龙江省科技梦

想小镇、哈尔滨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拟在众创平台建设、专利

代理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

“通过培训交流，我们有机会引

进黑龙江省乳业新技术，彻底解决

困扰阿勒泰地区乳业发展中的技术

瓶颈难题，助推阿勒泰地区乳业产

业发展。”新疆山地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闫庆辉说。

共建提升创新能力

黑龙江省科技援疆取得新成效

10 月 20 日，山东潍坊 220 千伏

益旺线秋检现场，供电公司运检人

员正在安装复合绝缘防鸟罩。目

前这种防鸟罩在山东输电线路上

已安装 20 余万套，电网涉鸟故障

率降低 90%。

这个形似“小红伞”的成果是由

国网山东电科院青年科研人员刘辉

带领团队研发的。研发过程中，为

检测抗风能力，刘辉和团队到山东

大学能动学院进行了风洞试验。

“试验表明，面对 11 级台风，我

们的防鸟罩结构依然稳定，能够适

应杆塔上气候多变自然条件。”刘辉

对试验结果很满意。该成果先后获

得山东电力技术发明一等奖、“金钥

匙国家电网主题赛”金奖，并入选国

网可持续发展典型案例。

“青年员工知识面广，视野开

阔，接受新事物快，最具创新热情，最

有创新动力，引导好了就是企业创新

发展的生力军。”国网山东省电力公

司团委书记戚峰说，公司依托“共青

团+青工委”新型青年工作体系，统

筹服务青年创新的各类政策、项目、

资源，加强双创基地、创新工作室建

设，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交

流，建立本部专业专家、科研创新专

家、基层实践专家“三导师”制，针对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新能源发展

等关键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实施专家

会诊、靶向指导，凝聚合力将朝气蓬

勃的创新“第一动力”转化为富有成

效的发展“第一实力”。

良好的创新环境孕育了一大批

优秀的青年创新成果。近年来，该

公司新增省部级实验平台 14 个，勇

夺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 164 项，

电网工程 4 次问鼎鲁班奖；13 人获

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和全国青年

岗位能手，501 人获评省部级及以

上高端人才。

用好青年群体 激发创新活力

非遗之花扎根民间，致富之路启始脚

下。西藏自治区普兰县是位于“世界屋脊”

的边陲县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

为当地民众的生活增添了灵动色彩，也构

成了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近年来，普兰

县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并将其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具

有地方特色的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之路。

今年 8 月，记者随西藏自治区文化

厅“阿里地区普兰县 2023 年定点帮扶宣

传采风”采访团走进普兰，访风土人情、

问魅力文化，探寻这里非遗传承赋能乡

村振兴的美丽密码。

非遗+传承，舞出美丽
乡村新光彩

距离拉萨 1300 公里的科迦村，是普

兰县内处在喜马拉雅山山脚下的一个小

村庄，是西藏阿里地区对尼泊尔、印度国

际贸易的一个重点通道。

“科迦”是“家园”的意思。科迦藏戏

舞姿矫健、形体灵动，剧情中包含许多传

统故事和民间传说，语言和唱腔上带有

当地特色。普兰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益西介绍：“现在藏戏团的成员，主要靠

祖辈们的口传身授。目前藏戏队一共有

19 人，其中 7 名女性，12 名男性，年龄最

高 79 岁，最小 26 岁……每年藏历 2 月 11

日科迦‘男人节’时，科迦村便会组织表

演科迦藏戏，逐渐形成现有独具特色的

科迦藏戏唱腔和表演技能。”

据介绍，起源于象雄时期流传至今

的普兰“宣”舞、果儿孜舞、噶尔舞、赤德

“仲”舞、柴鲁歌等，均结合说、唱、跳为一

体，歌曲动听悠扬，舞姿端庄轻盈。截至

2023 年 8 月，普兰县共有国家级非遗 2

项，自治区级非遗 13 项，地市级非遗 3

项，县级非遗 16 项，自治区级非遗传承

展示点 1 处，“岗廓文化之乡”被评为

2021—2023年度自治区级艺术之乡。

“普兰县将持续发挥党建引领、文化

聚力作用，常态化开展各类贴近实际、贴

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坚

持引领乡风文明新风尚，展现农村生活

新风貌，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文

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普兰县委常委、

政府副县长张巍说。

非遗+产业，捧好文化
致富“新饭碗”

一缕缕羊毛，经过揉捻、插梭、打结

等十几道工序巧手“织造”，编织成了典

雅实用的各类纯羊毛手工制品。在普兰

县西德村手工业加工坊专业合作社内，

一群农家妇女坐在马扎上编织着。她们

用非遗老手艺蹚出致富新路子，成为乡

村振兴路上的生动缩影。

“普兰服饰”是申遗时非遗文化内容

的统称，当地人称其为宣服、孔雀服或飞

天服等，其主要由袍子、披风、头饰、项

链、耳坠、靴子组成。其中头饰、项链和

耳坠有黄金、白银、绿松石、珍珠、玛瑙等

各种材质，袍子是纯羊毛通过纺线、染

色、编织而成，披风由羊羔皮和丝绸布缝

制而成，鞋子底部有牦牛皮和牦牛毛缝

制、上面有手工刺绣的各种图案，整套服

装大概有 20 斤到 30 斤重。普兰县组织

非遗传承人定期开展非遗传习活动，既

为普兰服饰的传承发展铺路搭桥，也将

普兰服饰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合作社的工作方式灵活，农忙的时

候大家可以边干农活边赚钱。”西德村手

工业加工坊专业合作社洛卓玛告诉记者。

合作社的人数从 2013 年建立时的

10 人，发展到现在的 130 人，人数增加的

同时，合作社制作品种也由原来的毯子、

围巾等简单生活用品，发展到藏袍子、腰

带、暖瓶套等 32 种日常用品。规模化的

商品化经营，不仅为西德村妇女和剩余

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也促进了普兰县

的文旅产业发展。

“嘎玛古多”在藏语中是籽粒既白又

多的意思，村民口中的“嘎玛古多”即为

西德村的白青稞。在陕西省援藏工作队

的援助下，当地政府和群众持续对白青

稞产业进行升级和优化，打造出了阿里

地区规模数一数二的现代化白青稞加工

厂，新建了糌粑加工厂房和糌粑饼干加

工线，并成功申报西德白糌粑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为西德村乃至全县乡

村振兴和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动力。

据介绍，普兰县以自然生态景观为

依托、以农业资源为基础、以非遗民俗为

特色，通过加强非遗保护与传承，将其与

乡村振兴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地

方特色的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之路。

西藏普兰县以非遗传承赋能乡村振兴

10月 19日，记者走在广东清远连州市松柏村，感受

到迎面而来的清新空气。这里森林覆盖率达到 70%以

上，高大树木漫山遍野。

这个生态村与“科技”走到了一起。2021 年，该

村建立了“三农科技服务站”。科技元素的注入让这

里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三农科技服务站’带动农

业 经 营 主 体 12 家 ，带 动 农 户 235 户 ，平 均 每 年 增 收

123 万元。”清远市三农科技服务站（松柏村站）站长

陈木友说。

“三农科技服务站”是何方神圣？2021 年，广东清

远市科技局积极谋划，大胆探索，在广东首创“三农科

技服务站”，搭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的

桥梁，打通科技服务三农“最后一公里”。如今，清远市

已围绕重点农业产业建成线上服务平台 1个、线下服务

站点 23个，激发了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促进了科技与

产业深度融合。

谋定后动，构建三农科
技服务新模式

清远是广东省的农业大市，具备一定的农业产业

发展基础。但是，在三农服务方面，该市却面临着服务

不系统连贯、服务领域不全面等难题，制约着农业的高

质量发展。

“要用科技支持产业，用真情服务‘三农’，用行动

解决实际问题。”清远市科技局局长余爱国认为。

2021 年，清远市科技局以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大

专项+任务清单）项目立项的形式，划拨 300万元支持清

远市农学会、清远市寻乡记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

同实施“清远市三农科技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为广大

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技服务、农产品销售、农村

电商、农旅对接、金融服务、人才培育等“一站式”科技

服务。

拿到项目，清远市农学会会长郑会龙却轻松不起

来。“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好，项目实施前后，清远市农学

会与清远市科技局等，进行了 100多次座谈交流。”郑会

龙说，根据调研实际，通过会商研究，他们汇集了多方

的智慧和力量，及时调整和优化具体措施、不断完善管

理办法。

谋定而后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反复推

敲，项目探索的模式、体系逐渐形成。

根据方案，“三农科技服务平台”由“线上云平台+

线下站点”构成，线上线下既各有侧重，又有机联动，

依托“三农科技服务站”线下站点将三农科技服务触

角从互联网延伸到县、镇、村，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

公里”。

线上云平台为广大农民、农业经营主体等提供农

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实现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产品

发布、金融服务和农业保险等一站式供需对接。

线下站点借助社会组织、龙头企业、农业经营主

体、高校院所、科研机构、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等资源

合力，促进科技创新资源与当地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致富。

郑会龙表示，“三农科技服务站”具有系统设计、开

放共享、直达农户的优势，不拘泥于形式、不囿于传统，

旨在形成新的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可持续、可复

制、可推广的三农科技服务模式。

问题导向，聚集多元化
创新资源

如何通过科技服务，解决实际问题，成了摆在“三

农科技服务站”面前的第一道“考题”。

连州水晶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深受消费

者青睐。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和种植年限的增长，以

及生产耕作方式的固化，在产业发展上遇到一些亟待

解决的瓶颈问题。

针对此问题，2022 年清远市三农科技服务站（星子

镇站）建立。广东省人大代表、高级农艺师黄美聪被吸

纳为清远市三农科技服务专家。

依靠“三农科技服务站”的平台，黄美聪制定了《连

州水晶梨“两提一增”主推技术示范推广应用实施方

案》，决定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建立 4个“两提一增”主

推技术示范点。

从 2022 年 3 月以来，依靠“三农科技服务站”，她组

织开展技术培训及实地示范指导 7期 20多场次，累计参

加培训人员达 500 人次；同时还建立了技术交流微信

群，不定时地进行技术咨询指导活动，及时为种植户解

决生产上的技术难题。

“在示范点推广应用新技术及配套措施，达到了提高

果实品质的目的。”黄美聪说，经检测对比，示范园水晶梨

果实果形端正，果皮浅黄洁净，果肉爽脆清甜，口感好，含

糖量比对照树果实高 0.8—1.8度。此外，示范点推广应

用“一推二转三固定四抹芽”的转枝变向技术，产量比往

年增加了30％以上，品质也是最好的一年。

清远市科技局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积极为

“三农科技服务站”导入了多元化的创新资源，引导人

才、项目、资本、政策等各类创新要素向农村集聚。

据介绍，清远组建了“清远市三农科技服务专家

库”，柔性引进涉农专家 204 人，引聚、新增农村科技特

派员 158人，建立起人才、技术、信息与农业生产要素对

接的便捷通道。同时，将“三农科技服务站”工作与农

村科技特派员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配套看得见、摸

得着的激励和服务措施，让农村科技特派员成为“三农

科技服务站”强有力的人才资源。

截至目前，清远市已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开展农业种

养技术培训、农旅融合指导、农村电商培训、产业发展规划

咨询等综合服务197场次，帮助农户2018人次和农业经营

主体52家，解决了种养技术、生产经营、管理销售等难题。

产业牵引，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近日，清远市寻乡记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光华多次往返广州和清远两地，为丝苗米的销售拓宽

市场。罗光华曾是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后辞职专

门从事智慧农业的相关工作。在得知建立“三农科技服

务站”后，他积极参与其中，为丝苗米产业发展助力。

他依托清远北部地区的 7个服务站点，采用“公司+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方式，共同发展清远丝苗米智

慧农田 5700亩，实现了基地丝苗米种植全程数字化。

罗光华表示，项目实施以来，丝苗米销售单价、亩

产值均提升了 51%，助力村集体和农民收入双增收。

清远通过“三农科技服务站”逐步构建起多方受益

的联农带农益农联结机制，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依托“三农科技服务站”英德市东华镇黄陂服务

点，英德市军田种养专业合作社扩大种植规模，带动

359 户农民新增种植蔬菜 1335 亩，增加产值 645 万元，

户均增收 1.63万元。

“三农科技服务站”（金鱼站）重点服务观赏鱼养殖

业，推动观赏鱼经营主体从 3 家增至 10 家，养殖总面积

达 675亩，总产值 3375万元，增加村委会收入 10万元。

“清远市三农科技服务的新模式，正契合建设农业

强国、推动乡村振兴的迫切需求，希望‘三农科技服务

站’能发挥更大的平台作用。”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李

旭东表示。

截至目前，清远已围绕五大百亿农业产业和蔬果、渔

业等重点产业，建成23家“三农科技服务站”，涉及农产品

保鲜加工、农业旅游、乡村文化、金融保险共48个领域。

余爱国表示，项目经过近 3年的运营，“三农科技服

务站”初步凸显模式优势，在此基础上，争取早日组建

“三农科技服务总站”，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凝聚各方力

量，扩大三农科技服务覆盖面，努力把“三农科技服务

站”建成服务广东百千万工程和清远五大百亿工程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线上与线下联动线上与线下联动 一站式对接供需一站式对接供需

广东清远让科技服务直达农户

在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太保镇欧家村在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太保镇欧家村，，金黄色的欧家金黄色的欧家
梯田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梯田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邓华邓华摄摄

西藏自治区普兰县通过举办民俗文化节活动促进乡村振兴西藏自治区普兰县通过举办民俗文化节活动促进乡村振兴。。 杨宇航杨宇航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