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 域
REGIONAL INNOVATION

7责任编辑 骆香茹 邮箱 luoxr@stdaily.com

2024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三

◎本报记者 华 凌

◎本报记者 颉满斌 实习生 陈逸凡

◎通 讯 员 李忠林 蒋新国
本报记者 赵汉斌 实习生 杨紫娟

近期，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的羊肚

菌进入采收季，今年预计总产量将突破 4

万公斤。近日，李桥镇举行了羊肚菌采

摘节活动，游人在李桥镇后桥村农业产

业园采摘羊肚菌，体验农耕乐趣。

羊 肚 菌 是 食 药 兼 用 菌 ，香 味 独 特 ，

营养丰富，富含多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

和有机锗，具有增强免疫力、抗疲劳等

作用。

羊肚菌种植极为不易。它对温度、

湿度、土壤等条件控制要求极高。北方

温度波动剧烈，多风干燥，严重影响羊肚

菌的产量。

“我们通过一系列技术探索，构建的

‘种质优、菌种壮、土壤净、肥力足、气温

润’羊肚菌日光温室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体系在顺义区应用，并在全市推广。”北

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魏金

康介绍。

这个技术体系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

撑。如今，在后桥村的食用菌工厂菌种

培育车间，有配套立体培养网架、温控、

超声波加湿、冷光源照明、新风换气，以

及物联网数字智能控制系统。

在技术团队的协作努力下，后桥村

开展提早出菇技术探索，实现了在 2024

年春节前期上市供应羊肚菌。

此外，在发展羊肚菌种植的过程中，

顺义区还探索了“羊肚菌+蔬菜”的轮作

种植模式，冬春季发展羊肚菌，夏秋季种

植蔬菜，实现“菌菜轮作、一棚双收”，提

高大棚的单产效益和产业整体水平。

从小面积试种到亩产超过 2000 斤，

如今后桥村已经成为区域规模较大的单

一羊肚菌种植基地和顺义区食用菌产业

发展龙头。

2023 年，顺义区食用菌产业发展迅

猛，推广了平菇、香菇、榆黄菇、大球盖

菇、羊肚菌、竹荪、草菇等 15 个菇种，日产

各类鲜菇 5000 公斤，并持续将其销往北

京各大商超、农贸批发市场，丰富人们的

餐桌。

同时，从菌种、菌棒的生产到加工与

销售，该区食用菌产业建立了完整、协调

的产业链，成为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顺义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孔繁

建介绍，顺义区平菇实现错季栽培、周年

生产，北虫草试种成功，为规模化生产做

好技术储备，黑木耳、白玉木耳、黑皮鸡

枞、泰山灵芝、鹿角灵芝等正在进行菌种

制作，羊肚菌品种也在进一步优化，大球

盖菇 110 个菌株的出菇试验正在进行。

品种的更新优化、技术的不断提升

不 仅 提 高 了 食 用 菌 的 产 量 、品 质 以 及

食 用 菌 产 品 的 附 加 值 和 市 场 竞 争 力 ，

还降低了种植风险，提高了种植效益，

进 而 促 进 食 用 菌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拓 展

产业链条。

小 小 羊 肚 菌 ，撑 起 乡 村 振 兴 富 民

伞，推动顺义区食用菌产业的大发展。

小小羊肚菌撑起乡村振兴富民伞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在广袤的黑土

地上，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备耕画卷正徐

徐展开。

在这幅画卷中，总能见到科技特派

员忙碌的身影。他们送科技下乡，为农

民解疑释惑，助力春耕。在黑龙江省佳

木斯市汤原县，科技特派员与县科协紧

密合作，为农户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科技

培训方案。

日前，汤原县科协邀请省级科技特

派 员 团 队 ，为 当 地 农 户 进 行 了 水 稻 选

种、病虫害防治及科学施肥等方面的专

业培训。这些专家就像农民的“家庭教

师”，耐心细致地解答他们在生产中遇

到的问题。

“这次参加县科协组织的食用菌、水

稻单产提升培训班，真是收获满满啊！”农

户刘德利参加培训后兴奋地说。

在培训过程中，专家不仅传授了理论

知识，还来到田间地头进行指导。随着气

温逐渐回升，汤原县胜利乡胜利村的水稻

智能催芽车间开始进入忙碌状态。这是

胜利乡首个水稻智能催芽车间，每年可为

4万亩水田提供育苗用种。

在这里，科技特派员王庆胜指导技术

人员把控催芽过程中的温度、水分和空气

湿度等重要因素，面对面教授他们水稻催

芽技术的要点。

“以前我们在家用大缸泡、火炕捂来

进行水稻浸种催芽，冷热不均导致出芽不

齐，还有的冒不出芽来，瞎了种子（方言，

意为浪费了种子）不说，插在苗床上，苗床

也容易得病。现在有了智能化车间，芽出

得又壮又整齐，出芽率也高，一点儿也不

用担心瞎种子。”胜利村水稻种植户王云

生笑着说。

除了水稻种植，科技特派员还关注当

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在汤原县胜利乡

吉城村的食用菌示范基地，黑木耳菌包已

进入后熟期。

“为了避免环境条件管理不当影响黑

木耳的产量和品质，我们来到基地进行技

术服务，指导农户管控好现阶段菌包的温

度和湿度，控制好光照强度，为下阶段开

口催芽环境做好准备，以保证黑木耳出芽

整齐，为提高木耳品质和产量奠定基础。”

科技特派员、黑龙江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专家、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副研究

员郑安波告诉记者。

科技特派员不仅为农民带来了先进

的农业技术，还为他们打开了新的致富门

路。在食用菌示范基地，村民不仅可以在

“家门口”找到就业岗位，还能学到木耳栽

培技术。“在基地干活，一天就能挣 100 多

块钱，还能学习栽培技术，以后我也可以

自己种植木耳，增加收入了！”吉城村村民

李宝才高兴地说。

科技特派员一头连着科技创新，一头

连着生产实践。得益于他们的长期指导，

吉城村的木耳栽培面积逐年增加，产业效

益也日益凸显。

展望未来，汤原县科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继续联合胜利乡政府加大春耕

生产组织力度，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科技

特派员的作用，积极做好农业生产科技服

务工作，指导农民抢抓农时，掀起春耕春

种高潮。

科特派送技下乡 黑土地春耕正忙

田间试验、高产示范、指导培训……这几天，甘肃临

洮马铃薯科技小院的师生一大早就开始忙碌。他们正在

进行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科普宣传。

甘肃临洮马铃薯科技小院是由甘肃农业大学针对临

洮马铃薯特色产业牵头组建的，集农业科技创新、示范推

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平台。

像这样的科技小院，甘肃农业大学已获批建立了21个，

分布在甘肃省内10个市、州。这些科技小院的服务范围涵盖

甘肃省主要栽培农作物和特色畜禽类。它们的建立为打造

乡村振兴“青年样本”，助推农民增收发挥着积极作用。

创新培养模式，孕育“三农”人才

消毒、扎针、注射……在甘肃夏河牦牛科技小院，一

名研究生正在参与牦牛疾病诊治。他告诉记者：“通过参

与项目和基地建设，我提高了动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

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服务于‘三农’工作，助

推乡村振兴。”

在甘肃夏河牦牛科技小院，每年约有 30 多名研究生

在此从事牦牛高效健康养殖与疾病诊治、圈舍周边生态

环境治理等实践活动。

夏河牦牛科技小院负责人余四九介绍，学生经常走

进牧区，了解牧民在牦牛养殖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帮助牧

民为牦牛建立健康档案、完成人工授精和妊娠诊断等工

作，践行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的“四零”科技培

训和服务。

“我们还形成了老师带学生、老生带新生的模式。”余

四九介绍，这种模式不仅帮助学生快速适应环境，提高教

学效果，而且能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增强学生对乡村振兴

事业的认同感、参与感。

不只是夏河县，甘肃各地的科技小院都坚持深化协

同育人培养模式。甘肃临洮马铃薯科技小院运行以来，

先后有 10余名研究生参与研究工作。甘肃永昌奶绵羊科

技小院建成后，邀请国外畜牧专家前来作学术报告和技

术指导，培训师生共计 270人次。

加强科技赋能，助推成果转化

科技小院解决了甘肃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与社会需

求脱节、科技创新与生产需求脱节、科技人员与农民需求

脱节问题，找到了撬动乡村振兴的支点。

甘肃省永昌县是传统养羊大县，有天然草场 400多万

亩，其中可利用面积近 300 万亩，为奶绵羊养殖创造了条

件。科技小院科研团队发现，虽然该县畜牧业基础好、发

展潜力大，但也存在养殖设施落后、牧民营养健康意识

差、品牌增值渠道有限等问题。

2022 年，甘肃永昌奶绵羊科技小院获批建设。小院

围绕永昌奶绵羊这一特色产业，培养“产教融合”专业人

才，为奶绵羊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

支持。

甘肃永昌奶绵羊科技小院通过科学研究，选育出泌

乳能力强的核心群种羊 360只，优化奶绵羊人工授精技术

等，使牧场全年有计划地均衡繁殖奶绵羊。科技小院推

广的东湖杂交羊，和传统肉羊相比缩短了 30天育肥周期，

降低了 150—200元成本。

“生产一线是孕育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丰厚土壤，我

们围着农民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赚。”

甘肃永昌奶绵羊科技小院负责人王继卿说，小院与甘肃

元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实施项目，大大提升了经营

效益和农民收入，已实现年产值 1160万元，每户农户年增

收 12153元。

无独有偶。甘肃天祝细毛羊科技小院推广的细毛羊

受到了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广大养殖户的青睐，这种羊

具有耐寒、生长快、产肉量高等特点。

“借助科研项目的实施，地方绵羊的生长速度提高

了 29%，产肉量增加了 30%，每只杂交品种肉羊比普通细

毛羊多产 3 公斤羊肉。”甘肃天祝细毛羊科技小院负责人

李少斌介绍，“近 3 年，小院出栏 21 万只杂交品种肉羊，

累计增加 5000 余万元产值，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

科技小院的师生在农村常驻，了解农民的所急所盼、

所需所求，解决农民专业知识不足、信息和资源缺乏、服

务支撑不够的问题，着力打通技术服务推广的“最后一公

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此 外 ，科 技 小 院 的 学 生 在 完 成 理 论 学 习 的 基 础

上 ，研 究 解 决 农 业 生 产 实 践 中 的 问 题 。 建 设 科 技 小

院也有利于培养知农、爱农、兴农的农科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

甘肃农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司怀军表示：“我校科技

小院带领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将科技成果直接送到农户

家门口，这才是农业科技创新的真正目的。我们将继续

推进科技小院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和人才支撑全面助力

乡村振兴。”

科技小院遍陇原科技小院遍陇原 创新成果进田间创新成果进田间

在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达板镇红柳村在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达板镇红柳村，，村民在田间播种马铃薯村民在田间播种马铃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史有东史有东摄摄））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在科技特派员前期的精心指导下，我们选对了水稻品种。现在

他们又实地指导，今年粮食肯定丰产增收！”日前，江西省抚州市广昌

县水稻科技特派团的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传授先进的春季施肥技术，

为提高产量、确保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又是一年春耕时。在江西广昌，蔬菜大棚里，种植户整地、播种、

浇水；各经营站点内，农户忙着挑种子；在春耕一线，科技特派员田间

答疑解惑送技忙……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既离不开农民的辛勤劳作，

也离不开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提供的技术服务。

近年来，广昌县着眼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在人才匹配、培育、

技术服务上下功夫。通过整合队伍、搭建平台、严格管理等，该县全

力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走深走实，切实做到“三精三推动”，为乡村振

兴赋能添智，助力乡村富起来、农民腰包鼓起来。

广昌县推行龙头企业、乡（镇）与科技特派员“双向选择”机制，

确保科技人才在基层一线“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同时，该县

每年引领活跃在农业农村和基层一线的“田秀才”“土专家”“粮参

谋”等乡村人才发挥专业优势。截至目前，该县累计引进选派了 10

个省级科技特派团、55 名科技特派员、17 名市县级科技特派员赴基

层开展帮扶。

“我们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的学科和资源优势，持续与农企、农

民开展专业合作，并进行常态化现场技术指导，解决关键技术和问

题，真正做到‘进村头’‘上屋头’‘到田头’。”广昌县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23年以来，该县开展技术培训约 76场次，培训农民近 7000

人次，培育现代产业领军人才 100 余名、新型职业农民 2000 余名、乡

村工匠 100余名，引进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 21项，获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下一步，广昌县会继续坚持用好科学技术这一‘新农具’，引导

更多科技人才把智慧播撒到乡野，让更多科技种子在农村广阔天地

里落地生根。”该负责人说。

江西广昌：

用好科技这一“新农具”

清明时节，在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班卡乡忙中村，经过改造的梯

田，集中连片，初具规模。此前的坡地，已变成了一块块规整的梯

田。眼下，梯田已陆续蓄水备耕。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坡

地，将变身为保水、保土、保肥的增收田。

永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曾光宇介绍，班卡乡忙中村土地整治项

目总投资 4700 万元，计划今年 4 月全面完工，6 月份完成插秧。到了

9 月，这里将是层层梯田、稻浪金黄的景象。项目建成后，可新增水

田 1080亩，预计新增粮食产能 7.13万公斤。

永德全县近 93.2万亩耕地基本分布于山地。针对山区耕地地块

小而散、生产成本高、劳动力短缺、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永德县持续

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新路子。2023年底，该县通过招商引资，由企业

负责投资开发，启动了班卡乡忙中村土地整治项目，农田地块实现了

“小并大、短变长、陡变缓、弯变直和互联互通”，有效解决了山区农机

“下田难”“作业难”等问题，耕地利用效率明显提升。

目前建设完成的 1080亩梯田，是永德县万亩梯田项目的一期工

程。今年该县将在大雪山片区和永康片区继续谋划项目报批立项，

改造梯田 9000余亩，年底力争新增梯田 1万亩，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打牢基础。

云南永德：

“三跑”坡地变增收良田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塞北小镇，药草飘香。连日来，在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的中草药材加工基地，到处可见工作人员

忙碌的身影。清洗、分拣、包装、取样鉴定等工作井然有序开展着。

“以道地药材桔梗为例，在拿到检测样品后，我们首先观察它的

特征，然后鉴别样品真伪，借助仪器设备测定桔梗中皂苷的含量是否

达到要求值，最后放行检测合格的样品。”工作人员林丽敏介绍。

林丽敏口中所说的仪器设备，是绿色道地药材的“护身符”，对于

检测农药残留量、提高药材品质、助推药农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喀喇沁旗从源头把好种植关，推动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

地建设，提升基地科技水平，解决种质退化、产量下降、品质不稳定等

问题；开展实时统计分析产地温湿度等环境数据，全程监控育苗、施

肥、灌溉、采收、运输等环节，通过系统选育、杂交育种等技术手段，培

育北沙参、桔梗、防风、甘草、黄芪、苍术、白鲜皮、赤芍等药材良种，打

造一体化种子种苗基地。

郝彦波是喀喇沁旗的农机“土专家”，也是远近闻名的青年致富

带头人。多年来，郝彦波研发了一系列药材生产农业机械，获得国家

专利 13项。2022年，他创建了内蒙古中药材（蒙药材）科技示范园和

赤峰中蒙药材产业创新孵化基地。通过开展药材良种培育、种植环

境检测、规范化栽培、病虫草害防治、机械化作业等方面的研究、示范

和创业培训，推动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解决药材产量低、抗逆性差等问题，喀喇沁旗着重培养科技人

才，积极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 10 余个品种的选育、野生资源驯化、

种子种苗扩繁等工作，保障药材种子种苗安全，推动中药材（蒙药材）

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接下来，喀喇沁旗将立足打造百亿级药材产业集群的目标，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依托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进一步延补产业链条，

推出药食同源保健产品和康养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名贵药材品种。”

赤峰市委常委、喀喇沁旗委书记房瑞表示。

内蒙古喀喇沁旗：

创新“良方”助药材产业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魏依晨 通讯员 李智玲 周伟翔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孙敬雅 林雨涵

工人在黑龙江省汤原县香兰镇新建村黑木耳种植大棚采摘黑木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