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玉林市农药检定管理站站长、玉林市农业局马

铃薯专家组组长韦相贤是一名朴实的基层科技特派员。

从小在农村长大，吃过苦，挨过饿，对边远山区贫困

农村和农民有着更深厚的感情。2008 年担任科技特派

员以来，他在开展农村科技创新创业活动中，先后取得了

三项科技成果奖，主持实施的《彩色马铃薯的推广种植与

疫病防控试验示范》项目，带动一批农民通过种植彩色马

铃薯脱贫致富。

彩色马铃薯是航天育种的最新科技成果,它表皮和

薯肉都呈漂亮的紫蓝色,俗称“黑美人”。它不但色彩鲜

艳，耐煮不易烂，且口感好，最具特色的是它富含普通马

铃薯缺乏的神奇的花青素。

2006 年秋，在第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北京农

展馆甘肃省展厅上，韦相贤对这个新品种情有独钟。

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大，

发展前景好，经济效益高的好品种，暗下决心要当好这个

“红娘”，把“黑美人”彩色马铃薯引进玉林。

为此，他连续三天到展厅等候，终于与彩薯育种单

位——甘肃兰州陇神航天育种研究所所长郑兴虎相

遇。随后，他远赴甘肃省永登县，感动了郑兴虎，特别

关照赠送他 200 公斤。从此，韦相贤与彩色马铃薯结下

了不解之缘。

彩薯引种之初并非一帆风顺，彩薯来自甘肃，而南方

高温多雨,土壤相对粘性大,透气性差,播种后遇上雨天,

极容易烂种。首次引种,由于缺乏经验,种薯休眠期不

够，播后迟迟不出苗，加上播种过深,又遇上雨天,“黑美

人”水土不服，宝贝种薯烂掉了一半多,当年亩产不到 500

公斤,差点“全军覆没”。

第二年，播种时他特别留心，吃住在基地，精心做好

种子消毒、催芽，采用稻草夹心覆土种植法，度过了烂种

关。正当彩薯长势喜人的时候，由于种薯把关不严，非脱

毒种薯后期病毒病严重发生，病毒病是植物的癌症，种薯

带毒很难防控，加上高温高湿天气，彩薯生长后期田间密

度过大，示范基地 100多亩的彩薯损失过半。

韦相贤没有气馁，在玉林市科特办的立项支持下，他

把郑兴虎和广西大学副校长陈保善请进项目课题组，一

起研究解决彩薯种植关键技术。

为破解烂种难题，播种后韦相贤常泡在田里，终于探

索出稻草夹心覆土种植法：单垄起畦，中间开沟，沟中间

撒肥料，种薯摆两边种双行，沟中盖一层稻草，然后在稻

草上覆土，这样种薯通气性好，不易烂种。同时严格选用

脱毒种薯，采用美国杜邦公司马铃薯疫病防控的配套技

术，解决了病害防控。

为更好地带动农民种植，他与航天所合作注册了“陆

川县神农马铃薯营销中心”，用“公司＋基地＋科技特派

员＋农户”的模式，先后在兴业县大平山镇三联村、陆川

县乌石镇龙化村、北流市山围镇李村、玉州区城北谷山村

建立彩薯示范基地 335亩，带动指导农民种植 5000多亩，

助农增收 2000 多万元。示范区平均亩产 1703.9 公斤，农

民种植彩薯亩增收 3000多元。

2012 年，韦相贤主持实施的项目申报国家星火科

技项目成功。2011 年，他也获得了全国科技特派员农

村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2010 年、2011 年他成为玉

林市“十佳科技特派员”，2010 年成为广西优秀科技特

派员。

“黑美人”的红娘
——记广西玉林市科技特派员韦相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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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森工集团将全面停伐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从 4 月 1 日

起，龙江森工、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全

面停止商业性采伐，我国重点国有林区

长期以来多取少予的状况将全面进入休

养生息的新阶段。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在东北、内蒙古重点

国有林区，进行停止商业性采伐试点。

这是构筑我国东北乃至华北生态战略屏

障的必然选择，是恢复这一地区森林资

源的现实需要，是森工企业彻底摆脱危

机和困境的重大机遇。

据了解，目前，龙江森工、大兴安岭

林 业 集 团 公 司 经 营 管 理 森 林 总 面 积

1845 万公顷，占黑龙江省国土面积的

39%，森林面积、蓄积量分别占全省的

70.1%和 78.8%。

张建龙指出，两大森工集团和各林

业局要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严格加

强采伐、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监管，坚

决不能搞“最后的疯狂”，杜绝超采滥伐

现象的发生。国家林业局还将对停伐

林业局进行全覆盖检查，对违法、违规

采伐行为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处理

一起。

张建龙强调，林区停伐后，工作重

点要放到森林资源的管护、培育和科学

经营上来，要搞好顶层设计，完善规程

规范，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全面推进重

点国有林区的可持续经营，不断提高森

林资源数量、质量，不断增强森林生态

功能。同时，借助停伐试点的机遇，积

极探索健全重点国有林区经营管理机

制的新路子。

北京春节接待游客778.5万人次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由于今年春

节 放 假 时 间 调 整 ，北 京 共 接 待 游 客

778.5 万人次，游人量较去年增长 4%。

春节期间，北京市各公园风景区运行平

稳，秩序井然，无重大安全及投诉事故

发生。这是 2 月 6 日从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获悉的。

据了解，七天黄金周假期中，北京市

多家公园风景区举办了春节庙会、游园

活动和冰雪活动三大类共 29 项丰富的

文化活动以迎接游人。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春节假期体现出的特点主要是人们

对合家欢聚愈加重视，全家出游的情况

增多，出行的安排趋于合理性和规划性。

为做好春节期间公园风景区服务接

待工作，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节前就开

展安全大检查，尤其是对举办庙会和冰

上活动的公园风景区,要求园区加强管

理和安全保障工作，妥善处理各景点人

多拥挤等问题。

同时，针对游人高峰及时增开窗口，

增加临时厕所，增设餐饮区，保证一线窗

口服务不断线，并妥善处理游客投诉，杜

绝恶性服务事故发生。

周村5位专家进入火炬计划专家库
科技日报讯（孙德志 胡新广）科技

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不久前确定

了国家火炬计划专家库首批入库专家名

单，山东淄博周村区 5位专家榜上有名。

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审定的名单，

山东三金玻璃机械有限公司的姜丰英、

山东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明文勇和段

琦、中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的陶金和杨凌 5 位技术类专家位列其

中，技术领域涵盖新材料、资源与环境、

光机电一体化等多个方向。

为更好地发挥专家在火炬计划立项

评审、过程管理及项目验收中的作用，科

技部火炬中心今年面向全国征集国家火

炬计划专家库备选专家。周村区科技部

门认真筛选区内符合条件的人员报送专

家信息，并积极推荐，最终 5位专家进入

国家火炬计划专家库。

从第一期国际竹子培训班，当时仅有 2

名来自尼日利亚的学员，到如今已举办了

66 期，20 年的时间里，共培训学员 1886 人，

涉及国家 100多个。

作为首批承担国家援外培训单位之一

的国家林业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以下简

称竹子中心），自 1993 年始，以竹为纽带，

开展国际林业科技培训，为发展中国家的

农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改善，以及社会

进步做出了显著贡献，并获得“中国援外

奉献奖”。

无心插“竹”竹成林

20 年前，为什么商务部会把援外培训

任务交给竹子中心来承担呢？

“这可说是偶然，亦必然。”

作为竹子中心的主要筹备人员之一，

现为竹子中心国际合作与技术开发处处长

的丁兴萃研究员说，拥有竹培、竹产业方面

的科技专家，再加上我国浙江省得天独厚

的竹业基础，这两大优势使竹子中心顺理

成章、水到渠成地成为援外单位之一。

“首次援外任务是为尼日利亚培训竹

子方面技术人员，这是他们国家的农民强

烈要求的。”原来，当时尼日利亚总统夫人

到本国山区视察时，农民也不知从哪见识

过中国的竹编工艺，迫切渴望能来学习竹

编技术、发展竹编产业。

而长于浙江、熟悉竹子，又与商务部

有合作经验的丁兴萃就承担了这项培训

任务。

“这一结缘，就是 20年呐。”丁兴萃回忆

道，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来自尼日利亚

妇联的两学员，都是女性，大学学历。“那

时，既没有现成教材，也没有经验可鉴，讲

什么呢？”

“世界竹业看中国，中国竹业看浙江”。

作为中国竹产业大省，浙江以仅占全国 1/6

的竹林面积，创出了全国1/3的竹业产值，如

果把“浙江竹业发展模式”讲解给迫切要求

发展本国竹业的尼日利亚学员，一定会有很

大的示范作用和现实参考价值。

“一想到这我就激动了，”丁兴萃乐呵

呵道，就地取材，现场教学，把培训课堂搬

到室外，让学员边看边学边感受，这效果无

疑会是最好的。

就 这 样 ，丁 兴 萃 带 着 两 学 员 奔 赴 浙

江 富 阳 、安 吉 等 地 ，看 竹 子 、认 竹 子 、了

解 竹 子 ，并 去 工 厂 学 习 了 解 竹 工 艺 品 和

竹 笋 的 生 产 过 程 ，还 让 她 们 亲 自 动 手 编

制竹产品……

“原来竹子全身都是宝！”当她们看到

制作精美、质量上乘的竹家具时，都惊叹并

表示，回国后一定加大宣传，让政府和民间

都形成重视竹业、发展竹业的良好氛围。

一个月的培训结束，也代表着第一期

援外培训班的顺利完成并成功诞生。1996

年，随着第二期的开班，竹子中心的自身发

展也步入了正常轨道，后来就有了第三期、

第四期……

不可能变可能

“在中国专家的努力下，过去卢旺达人

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卢旺达驻

华大使弗朗索瓦如是说。

卢旺达是传统农业国，由于经济落后，

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而利用其丰富的竹子

资源发展竹业，对消除贫困、妇女就业、发展

经济，意义重大。因此，2007年，卢旺达政府

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竹业技术援助请求。

为援助卢旺达的竹类种植和加工利用

技术，2009 年，竹子中心派出 5 人专家组,对

当地竹子资源和市场进行深入调查，虽然，

经常面临着缺水缺电、住处简陋、卫生条件

差等诸多困难，但他们却圆满地连续举办

了 20 期竹业培训班，培训人才 584 名，开发

制作了 100多种高、中、低档竹工艺样品。

“以前，仅会以竹子做篱笆和简单竹编

的卢旺达人，经过培训后，一个普通学员每

天能编织竹篮 2 个，技术中等的能制作 2 个

竹篓，较好的都可以生产出沙发、双人躺

椅、书架、仿古餐桌等中高档竹家具，”专家

组成员说，产品都供不应求，现已成为他们

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

同时，专家们还在埃坎亚姆河边为当

地的 3000人做现场技术指导和示范竹子种

植，如今，两岸挺立的竹子郁郁葱葱，有效

保护了河床水土。

据了解，在中国专家指导下，卢旺达不

仅建成了竹子机械化生产示范线，还运用

中国竹子栽培技术使育苗成活率提高到

90%以上，发展苗圃 25个。

乌干达是援外成功的又一典范，在竹

子中心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除了建成牙

签生产线，并生产出 2 种牙签产品，为当地

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外，还帮助他们

成功开发了安全火柴、竹凉席等，手把手地

教会了当地学员竹笋食品加工技术。

正如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所说，“在非

洲，从来没有一个项目能够在这样短的时

间内开花结果，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化。中

国的技术和管理非常适合非洲的发展。”

要授人以渔

“竹业援助是对外援助的好题材，好

形式。”

中国素有“竹子王国”之称，竹子已成

为 我 国 林 业 发 展 中 的 四 大 朝 阳 产 业 之

一。尤其是竹资源培育和加工利用技术

引领世界，在全球竹产业中占据了举足轻

重的地位。

“援外培训工作实现了培训语言从单

语种到多语种，培训级别从普通班到部长

级研修班，培训地点从境内到境外，培训方

式从技术培训到经济技术合作的全方位发

展。”竹子中心主任于辉说，目前，在我国主

要竹产区的林场以及工厂，竹子中心建立

了教学参观实习点 40 个。同时，还在卢旺

达、乌干达以及阿根廷设立了一线培训教

学点，形成了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

家、学者，以及一线林业、竹业企业家共 150

多人组成的教师队伍，采用中、英、法、西班

牙 4 种语言教学，内容以竹业为主，涵盖木

材加工与贸易、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领域。

据统计，20 年来，竹子中心援外培训的

100 多个国家 1886 名学员中，包括 10 多位

部长和 40 多名司局级官员，以及专家学者

600 多名、技术人员 880 多名、企业家 350 多

名。并与墨西哥、阿根廷、加纳、印度等 30

多个国家开展了竹业技术合作。

“若不是限期限员，那数字将会突飞猛

进的增长。”丁兴萃深有感触地说，竹业技

术“短、平、快”，不仅能为当地提供丰富多

样的林产品，还易支撑形成竹子种植、加

工、产业、市场一条龙体系，非常适合发展

中国家。

如今，竹子中心的脚步并没有停歇，他

们一直在路上：开展科技创新、服务外交；

开展科技合作、培训人才。他们懂得：要授

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授 人 以 渔
——国家林业局竹子研发中心援外小记

□ 王建兰 胡利娟

中林联林业智库汇集的国家林业局、

中国林业科学院近百名专家，近日聚会河

北省木兰林管局，回顾我国森林资源建设

的历程，审视森林资源建设的现状，本着求

真务实、转变作风的精神，就我国森林资源

建设的一些主要问题，达成《我国森林资源

建设关键问题的木兰共识》。专家们试图

吸收国内外森林资源建设的教益、遵循绿

色发展的理念，就如何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的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

明确资源建设路径
专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头二三十

年，我国林业主要是学习前苏联模式。但是

它们的森林资源辽阔，皆伐后能够靠自然恢

复接续下一个采伐期。按照这样的模式，我

国东北的资源必定很快断档。虽然当初学

习前苏联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显然前苏联

的林业发展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

专家回顾了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提出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森林资源利用理念，

林业专家也做了很多探索。但由于当时国

家建设需要大量木材，采伐方式不可能做到

永续利用。吉林省汪清林业局发明了“采育

结合”的方法，从而使其资源实现了三个“三

千万”（原有立木蓄积三千万，采出原木三千

万，目前仍有立木三千多万），在一定程度上

显示了关注森林培育的巨大潜力。

哈尔滨市林业局，在全国天然林保护

倾向于绝对化之时，按照自己对森林的解

读，开展了森林“近自然经营”的试验。这

个案例，仅用十余年时间，就在一万公顷退

化林地上，获得了立木生长量由每年每公

顷 2.3 立方米提高到 6.2 立方米、平均公顷

蓄积量达到 136 立方米（全国平均为 86 立

方米，世界平均为 114立方米）的效果，退化

的森林生态系统重现生机，职工和周边农

民无不受益。这是一个通过积极经营保护

天然林的案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国家天然林

保护政策有划时代意义。问题是，这个保

护政策后来出现了“一封了之”的倾向，导

致在一个时期内排斥了森林经营，甚至影

响了对于森林经营人才的培养。

回顾我国森林资源建设的历程，成就

很大，道路曲折。一些政策推崇人力，导致

了森林的绝对人工化；一些政策又推崇自

然力，导致了森林的绝对天然化，给人的印

象是没有遵循一个稳定发展的基调。这在

森林恢复成功的国家是一大忌讳，在他们

那里，大家都要为着同一个为期几十年的

森林经营计划持续地努力。

向质量发展转轨
专家说，很多例子说明，需要系统地反

思林业政策以及林业政策的形成机制，尤

其是目前向质量发展转轨的档口。

森 林 恢 复 之 路（我 国 讲 森 林 资 源 建

设）深奥、难测。原国家林业部部长雍文

涛曾于 20 多年前指导研究过 8 个国家的

林业发展教益。那时发现，德国曾于 19

世纪中叶开始，坚决、干脆地把先前发展

造成的次生林大规模改造成了人工针叶

纯林。但到 20 世纪中叶，却发现这个引

以 为 自 豪 的 成 就 竟 是 一 个 错 误 ，于 是 又

开始对这些纯林进行“近自然化”转变，

这 在 德 国 被 称 为 森 林 恢 复 的“ 第 三 阶

段”。就在第三阶段，出现了“近自然育

林 ”理 论 。 法 国 早 在 德 国 人 大 规 模“ 改

造 ”次 生 林 之 初 ，就 陷 入 了 对 次 生 林 是

“改造”（像德国那样砍除重造）还是“转

变”（利用原有植被做基础逐步转变成优

质 乔 林）的 世 纪 之 争 。 到 20 世 纪 中 期 ，

德 国 人 发 现 了 自 己 的 错 误 之 时 ，法 国 人

窃喜自己因祸得福。

专家指出，法国林学家 19 世纪提出的

“模仿自然，加速发育”的育林原则，今天看

来极有价值，这就是老子的“道法自然”的

思想。现在欧洲林学统一在了“近自然育

林”的轨道上。这个殊途同归是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的世界林学大事件，而我们还没

有来得及解读它。

专家说，我国正处于森林恢复的进程

之中。前期以数量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森林

恢复，有意无意地一半走了类似德国之路，

就是发展了大量的人工纯林；一半是走了

类似法国之路，就是形成了占全国森林总

面积 40%以上的低质天然次生林。专家指

出，我们今后的森林资源建设大格局，是继

续发展人工纯林和简单把森林扔给正、负

能量都有的自然力，拟或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理念和大背景，寻求一条长远、稳

健、高效的道路？这是我国林业界需要认

真思考和探索的。

林 业 专 家 指 出 ，路 走 得 对 不 对 是 关

键。现在是抬头看路的档口，应参考中外

历史教益，选准森林资源建设的路径。

选准森林资源建设路径
——林业专家落实生态文明建设随思录（上）

□ 本报记者 范 建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迎春年宵花展扮靓美好生活
科技日报讯（白贤策 胡利娟）以“鲜花扮靓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14年迎春年宵花展活动近

日启动。活动将持续至2月14日（正月十五）。

据悉，由北京花卉协会牵头，联合北京主要

大型花卉市场共同主办此次展事，内容包括举

办组合盆栽大赛、“幸福京蝶飞入百姓家”蝴蝶

兰展卖，以及蝴蝶兰、梅花、水仙花卉专项展览

等系列活动。届时北京国际鲜花港还将推出

11个品种 120万株的郁金香切花，花色包含橙、

紫、粉等流行色系。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说，弘扬花卉

文化、丰富市民节日活动、促进花卉消费、推动花卉

产业发展是该活动的目的。今年的年宵花总体质

量有所提升，瞄准家庭消费市场，积极调整生产结

构，多品种、多花色、小盆径花卉生产量有所上升。

据统计，2014 年新春北京市重点花卉企业

生产年宵花卉 238万盆，主要品种为蝴蝶兰、红

掌、竹芋、凤梨和长寿花。

林地管理面临三大问题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张建龙前不久在林地管理情况检查结果新闻发

布会上指出，目前，我国林地管理面临乱占林

地、私挖乱采和毁林开垦三大问题。

2013 年，国家林业局对全国 29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上海、西藏除外）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 150 个县（市、旗、区、团）的林地管理情况

进行了检查。根据此次检查利用遥感影像判

读，疑似占用林地图斑 9851块，抽查 1676块，查

出违法违规占用林地 295 项，面积 1564.8 公顷，

其中，建设项目 276 项、面积 623.0 公顷，土地开

发整理 6项、面积 812.1公顷，毁林开垦 13起、面

积 129.7公顷；移交地方自查疑似占用林地图斑

8175 块，查出各类违法违规占用林地 1118 项，

面积 6748.0公顷。

张建龙表示,林地是林业生存和发展的根

基，加强林地保护管理是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的首

要和核心。“红线管控、用途管制、林地林用、违法

必惩”这十六个字，将是今后林地管理的重点。

2月10日，在雪后初晴的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北麓，
一群生活在西湖的白鹅、灰鹅在梅林中悠闲散步，踏雪“赏
梅”。 新华社发(李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