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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胜利乡福隆村木耳大棚园区，

只见一排排菌棒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大棚，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的玉木

耳爬满菌棒，村民正抓紧时间进行采摘和晾晒工作。

“今年我们园区在省级科技特派员、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倪淑君的指导和帮助下，引进了玉木耳品种。你看，我们基地里的玉

木耳长得特别好，肉又大又厚，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如今，两种木耳

长得都不错。这也让我们的信心更强、底气更足。”该园区负责人林

广成一边采摘玉木耳，一边介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胜利乡位于汤原县东部12公里处，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产业的乡镇。

近年来，胜利乡在汤原县工业信息科技局、汤原县科协的大力支

持下，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资源优势，为全乡农民与各

级科技特派员搭建“连心桥”。

胜利乡结合发展实际，邀请农林牧企等科技特派员深入村屯，围

绕结构调整、特色产业发展、食用菌种植、牛羊病防治、企业创新发展

等 8 个领域科技需求，开展科技培训活动 13 次。科技特派员深入田

间地头、生产车间开展现场技术指导服务，帮助农民、企业解决发展

难题 23个。胜利乡发挥科技特派员专业优势和人脉资源，为乡村振

兴工作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科技保障。

“稻虾共作”是一种新型立体高效种养的发展模式。为实现“南

置北养”，胜利乡联合科技特派员，引进大连森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在福胜村打造龙虾养殖示范基地，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

探索推广“稻虾共作”新模式。此举有效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形成了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新格局。今年胜利

乡投入种虾 20万只，预计总产值在 500万元以上。

汤原县森佳淡水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怀森说，自“稻虾共作”

模式在福胜村落户以来，不少周边农户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是一种高

效的农业发展新模式，也纷纷搭上稳粮增收、粮渔共赢的“快车道”。

“在胜利乡政府和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我今年第一次尝试‘稻

虾共作’模式，一共种养了 15亩。水稻长势好，小龙虾的质量也非常

好，小龙虾亩产能达到 60 斤，按市场价计算每斤能卖 40 多元。这还

不算水稻的收益，等能收割水稻时，又有一笔不小的进账。”种植户陈

晓刚说。

“现在人们注重健康饮食，喜欢吃山野菜。我打算在我们村暖棚

里研究种些山野菜。这不仅能丰富大家的餐桌，还能卖个好价钱。”

种植户张健利说。

在了解到种植户的诉求后，胜利乡迅速行动，与汤原县科协积极

沟通对接，邀请科技特派员、佳木斯大学博士刘德江深入种植户家

中，将反季山野菜种植技术手把手地传授给山野菜种植户，并根据需

求，定期到种植户承包的暖棚进行技术指导。

通过刘德江和种植户的共同努力，在胜利乡合力村暖棚里，已经

呈现出一片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每株山野菜都长着翠绿的嫩

芽，棵棵娇翠欲滴。大棚内工人正在忙碌。他们打开成捆的山野菜，

进行处理、打包，将这些山野菜通过快递发往千家万户。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

胜利乡党委书记刘继君表示，下一步，胜利乡将坚持以科技创

新推动全乡产业“高智”“高质”“高效”发展。在广袤富饶的胜利乡大

地上，一幅“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黑龙江省胜利乡：

搭建农民与科特派的“连心桥”

日前，在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合兴村蔬菜绿色科技示

范基地，农业技术服务团的科技特派员高建新，正在忙着对基地的工

作人员进行蔬菜病虫害防治指导。

“农业技术服务团的科技特派员来了以后，为我们进行了蔬菜栽

培技术的指导。在病虫害防治中，专家建议我们采用统防统治与绿

色防控技术，采用性诱剂和频振灯诱蛾、黄板诱蚜粉虱和高效低毒低

残留生物农药，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确保种出来的蔬菜无污染、无公

害。”广兴洲镇合兴村蔬菜绿色科技示范基地总农艺师陈大春说。

广兴洲镇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特色小镇，年产优质大白菜、甘蓝、

南瓜、辣椒等绿色瓜菜 40 万吨，带动了一方农民增收致富。位于该

镇的合兴村蔬菜绿色科技示范基地，蔬菜种植面积为 5000 余亩，目

前已辐射带动全镇 4万亩蔬菜的发展。

岳阳市科技局副局长郑叶新介绍，岳阳市聚焦打好科技创新攻

坚仗，加速推动创新农业关键技术攻关、促进成果转化，加快推进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今年以来，岳阳市科技特派

员、农业技术员覆盖行政村 562 个，建设农业技术创新服务示范基

地 68 个，推广新技术 133 项，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530 次，形成了“农

业关键技术攻关+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辐射带动超过 42.27

万农民增收。

湖南岳阳：

农技服务为蔬菜种植“添绿”

魔芋是一种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等

功能的绿色健康食品。近日，云南省临沧

市耿马县全县 11600余亩魔芋迎来了丰收

季。通过自主选育新品种，发展壮大龙头

企业，魔芋成为当地带动群众致富和建设

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的重点支撑产业。

魔芋产业优势突出，但在种植中，农

民深受病虫害之苦。尤其是软腐病和白

绢病，被称为魔芋的“克星”。近年来，耿

马县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结合“珠芽黄魔

芋优良品种培育及产业化”等系列科技项

目的实施，从珠芽魔芋品种筛选、种球培

育、种植技术、栽培管理和人才培养等多

方面发力，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

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的带领下，组建了珠

芽魔芋科研团队。

经过多年的种植摸索、实验验证，当

地筛选出“临芋 1 号”“临芋 2 号”“耿芋 1

号”“耿芋 2号”4个抗性好、产量高、出粉率

高、遗传性状稳定的优良品种。其中“耿

芋 2 号”于 2022 年 8 月获得农业农村部植

物新品种权证书，由此打开了魔芋种质资

源创新的大门。

在耿马县孟定镇尖山村，当地推行

“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村委会与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

造“一村一品”，完善村企合作利益联结机

制。公司出技术、找市场，农户出土地、出

人力，通过利益捆绑，形成公司盈利、农户

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三赢”局面，建

成耿马尖山沿边魔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推广新品种魔芋 6300亩。

临沧滇晟农林发展有限公司集魔芋良

种繁育、标准化基地建设、魔芋精粉深加工

于一体。近年来，该公司持续抓科研团队

建设，研究探索适宜当地气候特点的珠芽

魔芋栽培品种，以产业引导群众增收致富，

辐射带动耿马及周边县种植 2 万亩魔芋。

2022年，该公司收购农户鲜魔芋6642吨，生

产魔芋精粉 748 吨，支付农户魔芋款 2324

万元，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民增收。

云南选育高产魔芋 壮大边境富民产业

俗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可在青岛

西海岸新区，海青龙泰茗家庭农场经理刘

洪美却是 40岁入行做茶，由一名普通的家

庭妇女，成长为当地人人称道的“土专

家”。刘洪美告诉记者，是科技小院的专

家指引她找到了人生新赛道。

海青龙泰茗家庭农场里，有一处用

彩 钢 建 造 的 农 舍 ，里 面 摆 放 着 各 种 炒

茶 机 器 ，屋 后 大 片 的 茶 田 一 眼 望 不 到

头 。 这 就 是 海 青 茶 山 科 技 小 院 的 所 在

地。这处略显简陋的房子聚集了 10 位

农业专家，是刘洪美等茶农信赖的“研

究所”。

提升茶产业科技含量

“张专家又来了。”11 月 26 日，在青岛

西海岸新区海青镇，海青茶山科技小院首

席专家、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茶叶研究所所

长张续周带领团队来到茶园，茶农们热情

地和他打招呼。

“小雪”节气刚过，时下正是茶园越冬

防护管理的关键时期。而张续周团队此

行的目的便是指导茶农及早落实茶树越

冬技术措施。

“浇水不足会让茶树受冻，在‘大雪’

节气前要及时浇灌越冬水，确保湿土层

厚度在 40 厘米以上”“对茶园茶树适当修

剪或打顶，可增强茶树越冬能力”“行间

铺草、覆盖秸秆可防护茶树根部，避免受

冻”……当天，专家教得认真，茶农学得

起劲，答疑解惑间为来年茶园丰收种下

了希望。

“海青镇党委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立

足海青茶产业优势，联合科协、高校等多

方力量，成立海青茶山科技小院，为我们

撒播科技‘种子’提供了‘试验田’。”张续

周告诉记者，团队为海青镇提供从新品种

栽培、种植技术推广到新茶加工、茶旅融

合的全产业链服务。

小院不大，却孕育着海青茶产业的

美 好 未 来 。 在 专 家 团 队 的 努 力 下 ，海

青 茶 山 科 技 小 院 选 育 了“ 北 茶 36”“ 东

方紫婵”“北茶 99”等茶树新品种，并针

对 海 青 茶 产 业 瓶 颈 问 题 开 展 科 学 研

究，制定栽培技术规范，指导龙头企业

创 建 标 准 化 示 范 基 地 ，提 升 了 茶 产 业

的科技含量。

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自去年起，青岛西海岸新区积极探索

新型科技小院建设，坚持“党建引领+科研

专业+特色产业+合作项目”模式，推动科

技人才资源与产业紧密对接，把科技小院

打造成为田间地头课堂、技术传播阵地、

项目研发基地。

目前，该区结合特色产业，建成 1个国

家级科技小院——琅琊鸡科技小院，以及

海青茶山科技小院、青岛蓝莓科技小院等

4 个区级科技小院，引进涉农高校院所专

家 81 人，开展合作项目 47 个，技术服务覆

盖农、林、牧、渔业。该区另有 11个中国农

技协科技小院正在申报中。

“小院虽小，但它依托高校的人才与

技术，解决了农业生产的大问题，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动力。”青岛西海岸新区科

协副主席卜瑕说。

青岛西海岸新区将乡村振兴与文明

实践相结合，依托科技小院载体开展科

普、宣教等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立足科技小院搭建的平台，组

建了科技志愿服务队，吸纳 120 余名科技

专家志愿者参与。目前已开展文明实践

活动 90 余次，在乡土人才培养、农民素质

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等全面振兴。”青岛西海

岸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崔健

表示。

青岛西海岸新区：科技小院解决农业生产大问题

“我们将持续发挥科技特派团的技术力量和专业优

势，帮带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打造一批

‘土字号’‘乡字号’农产品品牌，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的

大地上！”四川农业大学教授王之盛的讲话掷地有声。

近日，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召开干部人才“组团

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推进会视频会

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科技特派团团长王之

盛作为全国 160个科技特派团的唯一代表进行发言。

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一年多来，宁夏

科技厅始终坚持这一初心，引导科技特派员围绕新型农

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开展组团式服务。在这

片希望的土地上，处处发生着可喜变化。

三方面着手开展帮扶

同心县科技特派团由四川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宁夏农林科

学院等单位选派的 22人组成。专家紧紧围绕全县肉牛和

谷子产业需求，着力补短板、强弱项。

谈起组团服务心得，王之盛说，他和搭档主要干了三

件事——在“管”字上出实招，在“育”字上下功夫，在“用”

字上求实效。

只有积聚优势力量，才能确保取得实效。同心县科技

特派团坚持“大团队”作战，把专家划分成6个小分队，形成

“团长管队长、队长带专家”的管理模式。同时建立“双组

长”机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由科技特派团团长和县委组织

部部长共同担任组长；实行“清单式”管理，围绕帮扶需求制

定20项帮扶措施，明确具体目标、责任团队、完成时限。

要“帮扶”，而不是“帮忙”，王之盛经常这样告诫同

伴。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壮大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科技特派团组织开展培训69

场次。他们还发挥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优势，筹集20余万

元组织26名养殖户到石家庄培训繁育技术。在“师带徒”机制

带动下，专家与14名本地养殖、种植、防疫等方面的专技人员

结起了对子。他们一起下田地、进养殖场，面对面讲解、手把

手传授，这14名“徒弟”也全部被选聘为科技特派员。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同心县科技特派团以示范有

力带动产业发展。他们共引进“晋谷 40号”等新品种 6个，

推广人工授精等新技术 15 项，示范带动全县养殖肉牛

20.7万头、种植杂粮 46.5万亩。今年 1月至 8月，全县脱贫

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长 17%。

扎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助力乡村振兴，这样

的科技特派团在宁夏共有 5个。

2022 年，在宁夏科技厅的支持下，科技特派团共组成

产业服务组 27 个，服务乡镇 53 个、行政村 340 个、新型经

营主体 364 个，引进新品种 71 个，示范推广新技术 96 项，

攻克解决关键技术 51项，转化应用技术成果 67项，累计培

训 12686人次。

组团式服务多点开花

其实，早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工

作还未拉开大幕时，宁夏科技特派员就曾以各种形式进

行组团式服务。

“我们的具体做法包括提升法人科技特派员比例、发

挥科技特派员党建联系点作用、统筹科技特派员创新联

合体布局、拓展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站功能。”宁夏科技

特派员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杨勇军介绍道。

夏秋时节，塞上江南鱼跃稻香，风景宜人。在银川市

贺兰县常信乡“稻渔空间”生态休闲观光园，每年约有 20

万人次游客慕名而来，年产值达 5200多万元，通过土地入

股带动 385户农民实现增收 168万多元。这是法人科技特

派员宁夏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构建的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该园区集稻渔立体综合种养、粮

食仓储及加工生产、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

于一体。在科技特派员赵建文多维经营下，公司种养效

益从亩均 500元增至 2000元以上。

目前，宁夏科技特派员队伍发展到 4061人（家），其中

法人科技特派员 2340家，占 57.6%，较 2022年增长 3.2个百

分点。这一群体充分发挥团队示范带动效应，提供长期

就业岗位 2.7万个，雇工 10万余人次。

告别“单兵作战”模式，宁夏科技特派员集中人力、智

力做大事，力争达到“1+1>2”的功效。

宁夏开展“科技使者特派员 星罗棋布领头雁”党建

品牌创建活动，在全区建立 42个科技特派员党建联系点，

使其实现县（区）全覆盖，还引导科技特派员不断探索“党

建+科技特派员+服务‘三农’”工作模式。

聚焦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宁夏组建 56 家科技特派员

创新联合体，鼓励科技特派员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

业协同发展、组团联动服务，在全产业链集成示范推广一

批科技成果，助推产业融合发展。

围绕新型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宁夏科技

特派员开展农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全区共建设 66个以

法人科技特派员为主的社会化科技服务站点，试验示范、

技能培训、需求对接、培育孵化、信息服务、产品销售、品

牌培育等服务多点开花。

社会化服务有序推进

走进青铜峡市大坝镇滑石沟村香菇种植大棚，个个

菌袋整齐摆放，朵朵香菇长势喜人，村民正忙着采摘、分

拣、存放进冷库。

“我们是第一次涉足香菇产业，没什么经验，科技特

派员来给我们指导，手把手教，农民和村里都得到了效

益。”滑石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克军坦言。

给村民指导的是宁夏嘉谷茂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赵伟。他和马兴栓、马兴群两位科技特派员组建了

食用菌技术服务团队，对滑石沟村和小坝镇林皋村进行

定点帮扶。

在青铜峡市，科技特派员组团式服务深入人心。该

市采取“定向选派”“揭榜挂帅”方式，从全市 329名科技特

派员中选出 48 名精兵强将组成 16 个服务团，点对点包抓

22个重点移民村和乡村振兴示范村。

2023 年，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发挥项

目引导作用，以支持“六特”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

振兴为重点，全年安排项目 329 个，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

过 4 亿元；支持 9 个国家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项

目共 117个。

与此同时，该中心着力构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

系，尤其发挥科技特派员扩面作用，在巩固 264 个重点移

民村科技特派员服务成果基础上，再向 252个移民村和后

进村选派 263名“三区”人才，扩大公益性服务覆盖面。

组团式帮扶是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步入新时期，宁

夏科技特派员工作如何更好地完成从“单兵作战”到“集

团作战”转变，科技管理部门未雨绸缪。

“明年，我们将在助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农业

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科技特派员队伍结构、推

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方面

继续前行。”杨勇军表示。

坚持人才下沉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科技下乡、、服务服务““三农三农””

宁夏组团式帮扶交出喜人宁夏组团式帮扶交出喜人““成绩单成绩单””

◎本报记者 赵汉斌 通讯员 李 荣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科技特派员尚学虎在果园里进行技术示范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科技特派员尚学虎在果园里进行技术示范。。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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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胜利乡福隆村木耳大棚园区负责人林
广成正在采摘玉木耳。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