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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官道口镇古

时是著名的官道隘口，是长安、洛阳之间

交通和南下荆襄的必经之地。延续到今

天，古镇还有着“两京官道，所愿皆达”的

文化 IP。如今的官道口镇以出产的苹果

和秋月梨闻名四方，深秋时节，正是果红

梨黄时，浓郁果香正沿着昔日官道飘散向

五湖四海。

11 月 4 日，来到位于山顶的官道口镇

果岭村，科技日报记者看到，苹果园一眼

望不到边，公路穿过果园，空气中充满香

甜的味道。“这里海拔较高、光照充足、雨

量适中，是中国黄土高原优质果品适生

区。2019 年，卢氏县与二仙坡绿色果业有

限公司合作在官道口镇成立了子公司——

三门峡鑫生源绿色果业有限公司。我们

在果岭村流转土地 4000 余亩发展苹果产

业，在耿家庄村、寨上村流转土地 2000 余

亩发展秋月梨产业。目前，基地已完成投

资 2.5 亿元，栽植果树 115 万株，还建起了

万吨果品冷藏库、智能分拣线、物联网。”

三门峡鑫生源绿色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徐欣说。

在果岭村绵延不绝的果园中，记者看

到果树顶上架有防雹网，果树旁边竖有一

排排银色反光板、底下有反光地膜。这样

立体化的布设可以增加光照，让苹果周身

着色。果园有“烟富 8 号”“烟富 6 号”“华

硕”“维纳斯黄金”等 4个新优品种，实施了

矮砧集约栽培、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

防控、果园机械化应用四项新技术，着力

打造全国一流的优质果品生产基地。

阵阵果香中，果岭村村民阴彦军和来

自栾川县的杨花荣、张翠红正在采收苹

果。和他们一样，整个苹果园有 600 余人

正在忙着采收。近年来，“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给村民

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也给当地大力发展苹

果产业提供了充足动力。官道口镇副镇

长、村党支部书记袁平方告诉记者，村党

支部和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按照“土地集

约化、农民职业化、经营特色化、销售直营

化”的发展理念，把旅游观光、果品采摘、

运动休闲等业态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租

金、薪金、股金的“三金”模式，带动群众和

集体致富增收。

在果园中，袁平方、徐欣现场算起了

收入账：“一是土地流转收租金，果品产业

基地流转土地 6000 亩，亩年租金 500 元，

群众地租一年收入 300 万元；二是务工群

众赚薪金，当地每年吸纳 1600余名群众务

工，年人均增收一万余元；三是资产入股

分股金，由村党支部牵头，合作社以集体

房屋、土地等资源资产入股参与分红，涉

及的村已累计获得定额分红近 100万元。”

“现在正是果树成长期，产量、效益每

年比上年翻一番。”徐欣说，“今年苹果产量

可达 900万斤，产值 6000万元，秋月梨产量

600万斤，产值3000万元。果园两三年后达

产稳产，年产值可达 2亿元以上。”目前，三

门峡鑫生源绿色果业有限公司已在郑州、

洛阳等地开设专营店 30余家，建成了郑州

运营中心。

果岭村地处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南部

边缘，曾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山塬相接、沟

壑相连。发展苹果产业以来，旱塬变绿

洲、穷山长成花果山，果岭村成了远近闻

名的“明星村”。去年，果岭村入选农业农

村部公布的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名单。此外，果岭村及其自然村瓮

观村均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河南卢氏借力科技发展特色产业

花果飘香满山岗 小村化身“明星村”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做好“三农”工作的金钥匙。如

何推进这一制度做深走实，引导广大农业科技人员服务

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助力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科技日报记者从云南省科技厅了解到，近年来，云南

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加强财政资金扶持、强化管理服

务，构建起完整的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团、科技特派队

体系，服务农户、村镇和企业，科技特派员（以下简称科特

派）也成为云岭大地上助农发展最活跃的队伍、最闪亮的

“金字招牌”。

哪里亟待振兴，哪里就有
特派团的身影

金秋时节，走进云南省澄江市右所镇，鲜食豌豆、芸

豆迎来丰收，连片的蚕豆已经吐绿，冬春之际即可采收。

2022 年，澄江市蚕豆种植面积 15745 亩，产量达 12600 吨，

产值超过 6200万元。

2022 年，中组部牵头向云南 27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选派科技特派团（以下简称特派团）。国家食

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

作物所豆类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何玉华受命牵头，与玉

溪市农业科学院等单位携手，组成澄江市食用豆产业

科技特派团。

一年来，他们开展项目试验、种业基地建设和蚕豌豆

产业化应用研究，围绕当地实际，针对干旱胁迫及斑潜

蝇、蚜虫、根腐病等病虫害防治，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云

南农业大学等研发系统性解决技术，实现高效节水栽培

和病虫害绿色防治。

此前，何玉华团队的“云豆”“靖豆”“彝豆”“云豌”等

系列蚕豆、豌豆新品种及其集成配套技术，已推广应用到

云南全省各地，实现亩均产值 3200元以上。如今，特派团

的落地，更为澄江豆产业持续壮大注入了“推进剂”。

“哪里有产业基础、有发展需求和潜能，哪里就有我

们最具实力的特派团。”云南省科技厅农村处处长李明彦

说。

云南东川、宣威、会泽、宁蒗等地，群众曾急盼特派

团、特派队到来。科技部支持云南 3 个项目、27 个课题共

6772 万元，在这些地方落地，课题数和获得资金支持数在

同批次居全国第一。

在丽江市宁蒗县，国家特派团针对江边河谷区大麦

低产问题，推广“云饲麦 3号”等新品种和绿色高效栽培技

术，让当地大麦亩产提高三成；在迪庆州德钦县，特派团

荞麦产业组以“科研+农户+基地+旅游”模式，推广种植

“香甜 1号”甜荞，手把手教农户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储存

技术。

“云南省按照‘一县一团一课题’方式，帮助各县解决

重点产业核心共性关键问题，推动重点产业发展，也为 27

个国家特派团开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云南省科技厅党

组书记、厅长王学勤介绍。

截 至 2023 年 10 月 ，27 个 国 家 特 派 团 已 开 展 服 务

1800 余次，开展技术指导近 2200 次，推广新品种 1112

个、新技术 498 项。在 2023 年度科技部“三区”科技人

才认定工作中，云南认定人数、国家经费支持数额均为

全国第一。

除了国家特派团，云南还有 84个省级特派团、60支特

派队，活跃在云岭大地上。

振兴美丽边疆，探索云南
科特派新模式

林业大县普洱市景谷县，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是龙

竹、甜竹、苦竹、箭竹等 10多种竹子的“天堂”。目前，全县

竹林总面积约 5.23万亩。

云南省科技厅携手普洱市景谷县，因势利导，组成笋

用竹产业科技特派团，以发展笋用竹特色产业为抓手，建

立示范试验基地 3026 亩，通过合理留养母竹、打顶控梢、

留笋养竹等技术，实现提早发笋 4 个多月，每亩收益 5000

元以上。2023 年，当地采挖鲜笋 3900 吨，产值超过 2400

万元。

“该特派团成立以来，充分发挥特长，以特色产业为

抓手，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肯定。”特派团团长赵一鹤说，当

地党委、政府也积极支持他们建基层科研工作站，打造

“永远不走”的特派团。

越是欠发达的地区，越需要创新驱动发展。结合特

派团、特派队工作，云南省科技厅组织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等 5 家单位，同步推进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县村建设，已支

持建设创新县 15个、科技创新村 18个。

“在这些科技创新县，已形成定期研究县域科技创新

工作、向乡镇选派科技副乡镇长工作机制，成果转化中心

作用正逐渐显现。”李明彦说，彩云之南，正形成各具特色

的“外来智力支撑+县级成果转化中心+创新型企业+乡

镇科技成果推广机构+合作社+农户”县、村成果转移转化

模式，打造科技支撑乡村振兴样板。

“ 我 们 根 据 产 业 发 展 需 求 ，创 新 性 启 动 特 派 队 选

派工作，选派的 60 支特派队以 374 个沿边行政村为重

点 ，开 展‘ 全 覆 盖 、常 在 村 ’的 科 技 服 务 ，有 力 支 撑 云

南边境县市产业发展及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王

学勤说。

近期，云南将实现科特派对全省 8502 个脱贫村、374

个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全覆盖，高质量助推乡村振兴。

构建服务新体系，科技助
农有新目标

在草果行业深耕30多年的杨毅，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怒江州）绿色香料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正高级农

艺师，专为群众解决草果种植、管理、加工等环节的技术难

题，被群众亲切地称作“草果老师”。在大山深处的怒江州

福贡、贡山等地，杨毅坚守一线，在田间地头搞试验，为千家

万户送技术，助力草果成为怒江州农业第一大产业，让草果

变成百姓致富的“金果果”。除了作为香料和中药材，草果

气泡水、草果口腔精华喷雾和饮料产品也发布上市。

截至今年 9月，怒江州已开发出 7个系列 40余款草果

产品，其中草果正气茶、草果酱、草果啤酒、草果米线、草果

日化系列产品等已上市销售，草果综合产值达13.2亿元。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副所长华

蓉走遍云南 16个州市，手把手教村民搭棚种菌，面对面传

授羊肚菌、球盖菇等食用菌的栽培技术，带领少数民族群

众走上致富路；“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尼章光带着团

队选育出适应云南不同生态区的早、中、晚熟杧果品种 12

个，在杧果主产区建成示范基地 4.7万亩。

目前，云南已累计认定科特派 27499 人、“三区”科技

人才 17895 人，针对粮食、茶叶、花卉、水果等优势产业高

质量发展需求，开展灵活多样的服务。截至 2023年 10月，

云南省特派团、科特派、“三区”人才服务企业 2007 户、服

务村庄 1840 个、引进新品种 2152 项、推广新技术 2623 项、

组织培训 3911期、开展培训 12.9万余人次。

“按照《云南省科技厅深入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三年

行动方案（2022—2024 年）》，我们将建立起高原乡村特色

产业种养技术体系，构建起高原乡村特色农产品加工业

技术体系，强化农业品牌技术支撑服务。”李明彦介绍，展

望 2024年，云南省将新选派各类科特派 2000人以上，其中

向中小微企业选派企业科特派 600人以上、选派国际科特

派 100人以上、特派团 15个以上。

云南构建完整的科特派服务体系云南构建完整的科特派服务体系

用好科技金钥匙用好科技金钥匙 打开乡村振兴门打开乡村振兴门

立冬时节，北方农作物全面进入越冬期，这也是农机操作的关键

时期。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谢河镇谢河村，甘肃省武威市农业机

械化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科技特派员徐奎山反复叮嘱村民，要

及时清理土地中残留的农膜，为来年播种做好准备。

“农膜材料的主要成分是高分子化合物，不容易分解，长期残留

在土地里会影响土壤的透气性，影响农作物根系的生长发育，导致作

物减产。”见到徐奎山时，他正“灰头土脸”地和同事一起，教谢河村村

民、农机手操作残膜回收机清理收割后土地里残留的农膜，并指导他

们检修、调试、保养残膜回收机。

“残膜回收机的使用降低了地膜捡拾难度，提高了捡拾率，避免了

玉米根茬对地膜捡拾过程的影响；残膜回收机上的捡拾筒和集装箱还

能清理土壤和杂草，提高地膜的洁净度，方便回收利用。”徐奎山说。

多年来，徐奎山扎根基层、服务基层，认真摸清该市在农业生产中农

机服务的短板弱项，梳理老百姓在农业生产中的难点、卡点、堵点，与老百

姓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解决农机具技术难题。

“平时我们遇到农机具操作等方面的问题，徐老师和农机中心的

技术人员都会第一时间来给我们上门指导，是我们的‘农机门诊专家’。

今年，在他们的指导下，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了收割效率，还节省了

人力成本，这让我对明年的种植充满信心。”说起徐奎山，凉州区双学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双学竖起了大拇指。

徐奎山不仅被农户们称作“农机门诊专家”，还是农机推广、科技

创新的“领头羊”，由他设计发明的40余项专利全部转化应用——研发

人员可根据灌溉渠规格和所需施肥药量制成不同规格的灌溉渠用节

水冲药装置，使其广泛适用于农作物生长期的施肥作业；纵横可调压膜

覆土装置研制成功以来，累计示范推广 45000台，示范推广总面积达

2430万亩；料斗前置式双滚筒向日葵脱粒机能够一次性完成向日葵脱

粒、筛选、装袋等工作，在武威及周边地区推广应用1000余台……

徐奎山立足武威农业生产实际，先后攻克多个农业生产技术难

题，为武威市及周边地区的农业机械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有力助推了

农机农艺融合和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提升。2015 年，他被甘肃省农牧

厅评选为全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先进工作者。2022 年 9 月，他又

荣获首届全国“最美农机推广员”称号。

“冬季是事关农民增收、耕地质量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季节。因此，要分区域、分环节、分品种、分作物，找准在农业生产中

存在的短板和弱项，补齐农业机械的短板和弱项，指导农户对农业机

械进行维修保养，为来年武威市农业增产增收打好基础。”徐奎山说。

徐奎山：

老百姓的农机“守护员”

徐奎山徐奎山（（左二左二））和同事们在查看土壤墒情和同事们在查看土壤墒情。。 颉满斌颉满斌摄摄

“国家科技特派团帮我们选了好种子，教会我们怎么种好燕麦和

增加我们收获的草捆的价格，真真切切地帮我们合作社增加了收入，

感谢国家科技特派团给我们提供的技术扶持！”11 月 8 日，青海省同

仁市优秀农牧民专业合作社——黄乃亥特色农产品加工合作社负责

人华公才有感而发。

得益于国家科技特派团的技术帮扶，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

仁市创新应用高产燕麦和优质豌豆混播种植模式。当地农牧民切身

体验到了科技特派团引进的新品种在适应性、产量和品质方面“真金

白银”的优势。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仁市（注：原为同仁县，2020年撤县设

市）科技特派团瞄准同仁市饲草种植良种匮乏、关键栽培和草产品加工

技术落后等瓶颈难题，以抗逆性强的优良牧草品种引种筛选为突破口，

利用当地饲草种植龙头企业的种植平台打造青海饲草高质量发展的

样品基地。科技特派团还以样品基地为媒介，辐射并带动周边及全省

小型种植合作社产生联动种植效应，构建“科技特派团把脉+龙头企业

平台展示+合作社借鉴推广”的饲草生产模式，赋能同仁市饲草产业高

质量联动发展，实现农牧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

2022年，该科技特派团在同仁市黄乃亥乡日秀玛村开展调研，发

现该区域饲草种植存在栽培技术落后、品种单一等问题。针对栽培

技术落后的问题，该科技特派团团长刘文辉提出了“深耕+轻耙+增

施有机肥”的燕麦栽培模式。该模式不仅能满足燕麦生长对土壤养

分的需求，也符合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高地建设的要求。

针对燕麦良种匮乏的现状，刘文辉率领团队成员建立了优良燕

麦、豌豆引种和适应性评比及高产栽培技术核心试验和示范基地 80

亩，已筛选出了适宜同仁市种植的优良燕麦和豌豆品种。其中，筛选

的优良燕麦品种比当地种植品种增产 15%。同时，为满足同仁市绿

色有机产品输出地建设需求和饲草品质提升的目标，科技特派团开

展饲用豌豆引种和适应性评价研究，已成功筛选出产草量和粗蛋白

“双高”的饲用豌豆品种。

2023年，刘文辉还结合当地立地条件和饲草种植习惯，提出了高

产燕麦和优质豌豆混合播种植模式，燕麦和饲用豌豆混播种植饲草

的鲜草和干草产量比单播燕麦产量分别增加 32%和 29%。

青海同仁：

科技特派团为农牧民解种植难题

◎本报记者 张 蕴

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的朱穗、朱小穗姊妹俩在卢氏县果岭村苹果基地釆收苹果。
张海军摄

云南省景谷县笋用竹产业科技特派团培养了一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云南省景谷县笋用竹产业科技特派团培养了一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图为图为
当地村民向特派团成员展示当地村民向特派团成员展示20232023年新收的甜笋年新收的甜笋。。 云南省科技厅农村处供图云南省科技厅农村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