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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以下简

称科右前旗）679.4 万亩草畜平衡区进入休牧期。在小草

发芽长高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没有人和牛羊去打扰它们。

草原休牧后，牛羊到哪里去了？记者为此进行了探访。

多元经营 减畜不减收

在科右前旗满族屯满族乡牧民青格尔家中，565 吨牧

草和饲料装满了仓库，这将确保牛羊在草原休牧期吃得

饱、吃得好。

“为了达到草畜平衡的目的，不能多养牛羊，再说草场超

载后会退化，这等于自绝生路。”青格尔告诉记者。大学毕业

后，他接过父母手中的牧鞭，养起了牛羊。拿起牧鞭的那天，

他就将养殖的牛羊数量从1100多只减到700多只。青格尔

高兴地说：“养殖数量减少了，草原变美了，收入反而增加了！”

青格尔的账本里记录了 3 项收入：减羊增牛、制作传

统奶食品、从事旅游业。他全年收入有 80多万元，减羊增

牛的收入占全年收入的 50%，传统奶食品销售收入占全年

收入的 35%，旅游收入占全年收入的 15%。

迎来休牧期的牧民通过各种途径增收，有像青格尔

一样选择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有少养精养同时转型发

展草产业的，也有减羊增牛改变养殖比例的。选择不同，

却殊途同归。当地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75%以上，优良牧草

占 70%以上，控制牛羊数量后，天然草原实现了草畜平衡。

记者从科右前旗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草畜平衡区

面积占全旗可利用草原面积的 50.6%。草畜平衡区里有

天然草场 230 多万亩，年产草量 27.6 亿公斤，草畜平衡区

里的 2000多牧户可实现自给自足。

集约生产 激活产业链

科右前旗天然打草场年产草量为8.4亿公斤，仅能提供

牲畜饲草料的11%。科右前旗每年产出的120余万吨可利用

秸秆能满足牲畜饲料需要，但牲畜对秸秆的消化吸收率最高

只有 30%。如何有效提升秸秆消化率，提高饲草的营养价

值？破局的关键是加强顶层设计。于是，科右前旗阿力得尔

现代草产业加工物流交易园区应运而生。园区凝聚行业内

外共识，吸引了7家牧草企业入驻。2023年，产业园销售牧草

产品及原料 24500吨，加工生产种子 700吨，全年销售额达

1.58亿元。这个集草产品精细加工、物流仓储与集中交易于

一体的大型饲草驿站，“接上联下”推动草产业全链条发展，带

动全旗80%农牧户提升了生产生活水平。

记者随机走进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养殖户贺大刚

家，刚刚生产出来的优质饲草料已经配送到家。

“我们试喂 5天了，‘动物中央厨房’里‘做’出来的草，

牛羊爱吃。”贺大刚所说的“动物中央厨房”就建在阿力得

尔现代草产业加工物流交易园区。破壁饲草料生产车间

里，不起眼的秸秆被熟化破壁加工成全混日粮。目前，200

多吨混饲草料已被配送到周边养殖户家试喂推广。

当然，养殖户有更多选择。作为优质牧草的水培大

麦牧草受到了养殖户的青睐。记者在科右前旗德伯斯镇

包丽利养殖场看到了正在进食水培大麦牧草的育肥牛。

负责人明双江介绍，与同等饲喂精饲料相比，100 头牛一

天能省 500到 600元。明双江养殖场所在的地区属半农半

牧区，水培大麦牧草的出现让养殖户们有了更多选择。

创建品牌 走上致富路

牧草的缺口补足了，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再次增收？

科右前旗满族屯满族乡特门嘎查“十年磨一剑”，打

造了特门郭勒草原有机羊品牌。肉羊品牌的创建，使乌

兰毛都草原上 3万多只羊卖了 2600多万元，每只羊增加收

入 30多元。草原上的牧户因此增收 100余万元。

“保护生态最重要的是精养、少养，在此基础上还要

增收。事实证明，创品牌这条路我们走对了。”科右前旗

特门郭勒草原有机羊经营人王国祥说，预计 2024 年特门

郭勒草原肉羊销售将突破 5万只，牧户收入也将提高。

如今，科右前旗有 8家合作社及经营主体打造了牛羊

肉认证品牌，有 161万亩可利用天然草牧场和 18万头牛羊

获得国家有机转换认证。

品牌创建不仅让牛羊更值钱，还让传统奶食品产业

迎来了发展机遇。据统计，创建品牌后，约 30家奶食品加

工作坊连续多年年产值近 1000万元。

创新经营思路，转变生产方式。科右前旗“四两拨千

斤”，做足“草文章”，链接草与牧，兼顾生态治理和农牧业

产业结构调整。这不仅筑牢了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也带

活了一方经济。

“20 年时间里，科右前旗牲畜头数从 329.3 万头增长

到 450 万头。科右前旗通过种植紫花苜蓿、燕麦、青贮玉

米等，保障了牲畜饲草需要。”科右前旗农牧和科技局副

局长韩永林说。

内蒙古科右前旗内蒙古科右前旗：：平衡草与牧平衡草与牧 兼收富与美兼收富与美

“在大棚种植玫瑰花，土地基质是关

键。考虑到玫瑰花的生长习性，最好选择

光照充足、排水性良好、偏酸性的肥沃土

壤……”日前，甘肃省渭源县科技特派员

服务团成员郭芳在上湾镇南谷玫瑰专业

合作社为花农现场示范，讲解玫瑰高产栽

培的新技术。

甘肃省渭源县科技局按照“四群八

链 ”产 业 体 系 组 织 了 科 技 特 派 员 服 务

团。连日来，服务团成员深入田间地头

攻克中药材、玫瑰花、草莓等特色产业种

植企业的技术难题，推广渭源县特色产

业最新种植技术，围绕相关问题“精准把

脉、对症开方”。

“在玫瑰种植过程中，一直都有科技

特派员来指导推广新技术。”南谷玫瑰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侯成龙告诉记者，“他们

手把手教我们，让我们种出的玫瑰花又大

又好，显著提高了收入。”

侯成龙介绍，合作社在科技特派员的

帮助下，已种植 26 个品种 4 万多株玫瑰。

其中，“卡罗拉”“高原红”“艾莎”“紫霞仙

子”在花卉市场的销量非常好。此外，在

玫瑰花种植过程中，合作社还聘用周边闲

置劳动力到基地务工，有效带动了周边村

民增收。

记者了解到，像郭芳一样服务在基层

产业生产一线的科技特派员不在少数，科

技特派员尤世炜就是其中一员。这几天，

他正在渭水源药业科技有限公司白条党

参种植基地，帮助农户掌握道地药材的标

准化种植技术。

“种植高品质道地中药材，需要以企业

为主体，以科技为支撑，带动农户进行标准

化种植，力争实现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从根

本上保证中药材质量。”尤世炜说。

渭源县以构建“四群八链”现代产业

发展体系为抓手，采用“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截至目前，

在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的参与下，渭源县建

成党参、黄芪和当归有机药源基地 3200

亩，建成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 10 万亩，

辐射带动全县完成中药材种植 35万亩。

同时，渭源县科技特派员服务团以中

药材全产业链提升为方向，以建设“全国

精制饮片加工基地”为目标，重点服务中

药饮片、中药提取物、中药配方颗粒等生

产，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通过标准

化推进、科学化管理，渭源县提升了中药

材产业的竞争力。

“今年以来，已有 80 多名科技特派员

服务在助力产业发展的基层一线。”甘肃

省渭源县科技局局长李霞介绍，“这些科

技特派员建立‘一对一’长效工作服务机

制，聚焦产业发展、技术培训、人才培养

等方面，奔赴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

他 们 实 现 了 科 技 创 新 要 素 与 乡 村 产 业

‘零距离’对接，为助力县域产业高质量

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科技支撑和

智力保障。”

甘肃渭源科特派推动特色产业“开花结果”

5月 19日，记者走进山西省闻喜县，只

见闻喜小麦科技小院的师生们顶着高温

在麦田中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一喷三

防”工作。

闻喜小麦科技小院前身为山西农业

大学闻喜小麦试验示范基地。

2009 年，还在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读

研究生的邓妍第一次跟着导师孙敏教授

踏入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时，内心充满了

期待和好奇。来到这里后，邓妍紧跟导师

开展小麦试验研究，吃在地里、工作也在

地里。多年后，邓妍发现这片土地已悄然

改变了她。

为把年轻有为的硕博生培养成乡村

振兴“新农人”，山西农业大学作物学学科

团队提出“五导师联动”机制，即拜高校专

家为“科研创新导师”，拜农民为“农事农

情导师”，拜农技员为“生产技术导师”，拜

企业家为“经营管理导师”，拜三农干部为

“三农政策导师”。

“‘五导师联动’机制为我当时开展科

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也给了我勇

气和信心，促使我日后继续在农业领域扎

根奉献。”提及“五导师联动”机制，邓妍回

忆道。

五类导师默契配合，使学生真切了

解了农情村情、乡土技术、三农政策、农

业市场，也为小院师生带来了源源不断

的课题。

小院师生调研发现，闻喜县小麦生产

上存在干旱缺水、土壤贫瘠、产量低而不

稳、水肥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为此，他们

联合闻喜县农业农村局，依托科技小院和

闻喜县翔垣畅农机专业合作社，采用抗旱

高产品种，集成研发了旱地小麦蓄水保

墒、宽窄行探墒沟播、适水减肥等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闻喜小麦科技小

院研发集成的“小麦探墒沟播适水减肥抗

旱栽培技术”被列为 2023年农业农村部粮

油生产主推技术和山西省农业生产主推

技术。

专家测产数据表明，使用主推技术的

“中麦 36”“晋麦 92”和“临旱 8号”3个品种

地块产量分别为 518.82 公斤、560.45 公斤

和 573.29 公斤，较当地农户种植地块产量

平均提高 17.6%。

闻喜小麦科技小院播撒着希望和改

变的种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经

历自我蜕变，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中坚

力量，迸发兴农新活力。在这里，邓妍找

到了自己的归属和价值，毕业后选择扎根

农业领域，守好初心。

据 统 计 ，从 2009 年 至 今 ，闻 喜 小 麦

科技小院培养的研究生达 44 名，博士生

7 名。

“看着以前驻扎过小院的学生一个个

成长成才，我由衷感到高兴。”孙敏感慨

道，“我的使命就是做好接力传承，把科技

小院的‘五导师联动’机制发挥好，让更多

学生能成为‘新农人’。”

新一批入驻小院的研究生张梦月这样

写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让我欣

喜的不只是万颗子，还有那无数的日日夜

夜，自己为那一片麦田奋斗的足迹。小麦

在拔节生长，我也在科技小院拔节成长。”

从秋高气爽到炎炎夏日，小麦经历

数月生长，成穗结实，一片金黄，在广袤

的田野上随风摇曳。闻喜小麦科技小院

的师生们将扎根土地，为农业发展贡献

更多力量。

山西闻喜：小院来了“新农人”

“田里部分植株有蚜虫、条锈病，本周五又是阴雨天气，你要在这

两天抓紧做好小麦条锈病、蚜虫和赤霉病的喷防工作。”近日，在河南

省漯河市郾城区龙城镇后郑村的麦田里，漯河市农业科学院春管服

务团专家察看了种植大户赵惠杰的小麦后，现场开出了“药方”。

当前，漯河市 230 多万亩小麦进入扬花孕穗期。这是小麦产量

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和灾害性天气多发的时节。漯河市派

出科技特派员和农技专家服务团，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小麦

关键时期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作为河南省优秀科技特派员，漯河市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所长、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漯河综合试验站站长李世民刚到

地头，就被一群农户围了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请教各种农

药的喷施要点。

记者在现场看到，运送车上放着防治赤霉病、蚜虫等病虫害的农

药，还有促进小麦灌浆的氨基酸、生长素等肥料。

“俺家里的小麦还没有发现赤霉病，要是想预防一下，应该喷施

多少药物？”看到专家服务团来到地头指导“一喷三防”，龙城镇木梳

杨村的村民马自安主动向专家请教。

“现在你的麦田只用喷施 40%戊唑醇·咪鲜胺水乳剂，就可以有

效防治小麦赤霉病、条锈病”“建议你再加点防蚜虫药剂、腐殖酸水溶

肥，为小麦补充营养，增强抗逆性，达到防虫、防病、促增产的效

果”……几分钟后，大家带着专家开出的“药方”满意而归。

针对当前小麦田间管理，漯河市农业专家建议，要因地制宜、分

类指导，根据不同苗情科学管控，及时做好施肥、清除杂草和赤霉病

等小麦病虫害预防工作，为小麦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小麦进入关键期

专家地头开“药方”

“科技服务贡献大，巡察助力同题答，间作种植小黄花，党的政策

人人夸。”5月 8日，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沙镇镇袁楼村的黄花菜种

植户王兴利，写下了这首打油诗，献给送上“及时雨”的技术人员。

因花朵色泽金黄而得名的黄花菜，富含蛋白质、糖类等，被称为

“安神菜”。一般情况下，只有夏天才能吃到新鲜的黄花菜，但作为特

早熟黄花菜的重要产地，东昌府区可以让人们提早尝鲜。

作为黄花菜种植户，王兴利明白黄花菜“好吃却不好种”。前不

久，东昌府区派出的巡察组巡察该区科技局时，邀请科技特派员走访

部分种植户，现场为王兴利开展技术服务，帮他解决了难题。

直面黄花菜产业发展难题

聊城东昌府区科技特派员黄花菜产业服务队（以下简称服务队）

成立于 2021年，由聊城市东昌府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聊城大学、聊

城职业技术学院的专家教授和有一定农业技术经验的“土专家”组

成。作为服务队队长，东昌府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姜新

回忆说，当时，该区黄花菜种植已初具规模，但仍然是新生产业，种植

户面临难题时往往不知所措。

姜新告诉记者，团队成员专业素质过硬，具有丰富的一线服务经

验。他们通过定点帮扶、现场指导和成果推介等，围绕产业发展中的

问题“对症下药”，在农产品加工、植物保护、农技推广等方面提供指

导。

围绕基地建设和种植户需要，服务队现已开展全方位现场指导

20 多场次，组织开展了两次基层专家行活动，培训基层群众 50 多人

次。

此次，东昌府区派出的巡察组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科技服务不

接地气，缺乏个性化、精准化指导等。对王兴利等黄花菜种植户的帮

扶，正是落实整改建议的重要体现。

姜新表示，东昌府区黄花菜产业前景广阔，具有很大的增值潜

力。该区已成为全国早期鲜黄花菜市场的主要供应地，几年来产品

供不应求，需求量逐年增加。面临大好的发展机遇，该区急需扩大种

植面积。

“但是，农民观望心理强，种植户大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们

需要进一步加强示范展示工作。此外，前期投入大、种苗繁育难也制

约着现阶段该产业的发展。”姜新说。

立体复合模式助农户增收

如何破解上述难题？

结合多年经验，服务队充分考虑每种作物的生理规律，打造了

“黄花菜+豆角”“黄花菜+西瓜”“黄花菜+哈密瓜”等立体复合种植

模式。

“黄花菜耐弱光、耐低温、种植高度低、采摘时间短，既有空间，

也有时间，可以与其他作物实现生长互补。立体复合种植主要有

以下几个环节：上年 11 月底扣棚升温，黄花菜萌芽；第二年 3 月上

旬，套种或间作其他作物；4 月中下旬，黄花菜进入正常采收期，其

他作物起到遮阴作用，提高了黄花菜的品质；7 月上旬套种耐热瓜

菜，可为在 8 月下旬二次抽薹生产的黄花菜遮阴，能多生产一茬瓜

菜。”姜新介绍。

今年以来，服务队为东昌府区西白村和袁楼村黄花菜种植提

供全方位服务，20 多次的田间指导和培训，保证了整个种植过程的

安全。

2023 年，上述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在东昌府区多地开花，收益不

错。经监测，后姜村基地套种了早春西瓜和越夏哈密瓜，3个大棚共

计 3.3亩，亩收益达 1.3万元；石海子村和大磨刘村基地套种了扁豆角

和越夏哈密瓜，4个大棚共计 10.4亩，收益达 1.7万元。“采用立体复合

种植模式，作物和生长环境互补。日常管理简单，普通农户即可操

作。”姜新介绍，该模式可为农户年增收 1.5万元左右。

“在服务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民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差，不愿意

在新生事物上进行投入。因此，一些新技术在推广应用中面临诸多

挑战。”姜新表示，接下来，服务队将为农民详细对比分析作物的管

理、投入、收益等因素，先让一部分人了解、接受新技术，再以点带面，

实现新技术的全域发展。

山东聊城黄花菜

迎来科技“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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