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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范儿

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凭借成熟期晚、肉质爽脆、酸甜适中等特有

品质，广西天峨县龙滩珍珠李在 8 月上中旬刚

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远销四川、海南、广东、香

港等地。

“要及时捡拾落果，并集中处理。”“要将病

虫枝剪除，减少虫源侵害。”……眼下，各大珍珠

李果园逐步进入秋季管护期，天峨县龙滩珍珠

李产业服务团队的科技特派员纷纷到珍珠李园

区开展管护技术指导。

初秋时节，一支支科技特派员队伍活跃在

广西 54 个贫困县、5000 个贫困村的田间地头、

羊圈牛舍。

2016 年以来，2900 多名广西贫困村科技特

派员组成 21个产业科技服务团，翻山越岭为贫

困村“传经送宝”，让科技服务覆盖全区所有贫

困村，吹响了八桂大地脱贫攻坚的冲锋号。

近日，第二十四届中国计算机农业应用学术

研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在为期两天

的会议中，不论是专家的论坛演讲还是参观考

察，随行队伍中总有一个体型高大、笑容可掬的

人。他时而做笔记，时而用心聆听，生怕错过什

么。他就是呼和浩特市的科技特派员、武川县晟

源山茶合作社负责人朱林飞。

“这可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对我们的合

作社大有帮助，大山里的农民，缺的就是这样的

信息和技术！”朱林飞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瞄准家乡的产业空白

朱林飞的家乡是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地处山

区，是革命老区，也是“老牌儿”的国家级贫困县。

多年来，极差的资源禀赋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迫使

这里的很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寻梦。和很多同龄人

不同，大学毕业后的朱林飞选择了在家乡创业。

“老家穷，并不代表这里一无是处，比如山

茶，就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城里人都喜欢。”朱林

飞说。

山茶，学名黄芩，普遍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

以山西省最多，而内蒙古高原的高海拔，使这里

的野生山茶质量更佳。山茶可入药，亦能作佳

饮，味甘，润肺祛火、降血压、安神助眠，营养丰

富。一直以来，武川县的山茶都是野生，农民收

割、除草时顺便采摘一些，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目光敏锐的朱林飞看到了这一点。

朱林飞告诉记者：“最终决定发展山茶的规

模化种植，是因为当地的这一产业是个空白，更

重要的一点是我坚信，农村并不是没有商机，而

是缺乏发现和利用商机的人。”

短时间内从门外汉变专家

然而，从小喝山茶长大的朱林飞对这种作物

并不了解。决定要发展这个产业后，朱林飞首先

要做的，就是从零学起，在最短的时间内从门外

汉变为专家。

2010年开始，朱林飞一边钻研传统黄芩茶的生

长习性，一边到南方学习制茶工艺，立志将传统与现

代制茶工艺结合，创新出独特的黄芩茶制作工艺。

如果说学习工艺比较容易，那么实现野生黄

芩的规模化人工种植，就要靠一次又一次的实践

和总结了。朱林飞回忆说，刚开始着手种植的时

候，也经历过迷茫和失败：“野生和人工种植完全

是两回事，要不要施肥，要给多少水，种植密度应

该是多少？这些都是问题，外地的经验可以借

鉴，但是我们这里的高海拔和高温差，要求我必

须总结出当地的种植经验。”

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朱林飞吃透了从野生

黄芩的驯化、育苗、种植、采摘、加工、杀青、揉捻、

检验、包装、销售等各个环节。为了提高黄芩种

植收益，朱林飞还在种植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参

照南方茶园，将原来的平地种植改为了高垄种

植，有利于黄芩茶生长、密植、节水，也便于田间

管理，变一年采摘一茬为一年采摘两茬，产量和

效益都翻了一番。

他认为，自己一展身手的时机成熟了。2014

年，朱林飞的晟源山茶种植合作社建成了标准化

加工厂，包括 800平方米生产厂房，一条加工流水

线，原料库、生产车间、包装间、化验室、成品存放

库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成，为朱林飞的黄芩找到

了出路。紧接着，他带领当地农民，把黄芩的种

植面积扩大了 2000亩。在武川县的哈乐镇、二份

子乡，一片片绿色的茶田悄然形成。

创新模式带领村民致富

2014年，凭借对黄芩的研究和种植创新等一系

列成绩，朱林飞被聘为呼和浩特市科技特派员。从

那时起他意识到，自己又多了一份责任。他说：“只

有茶农多起来，合作社才有继

续发展的可能，而合作社发展

了，茶农才会致富，科技特派员

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是很关

键的。”

朱林飞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采用

委托农户按合同种植、土地流

转、合作社成员种植等方式，

在西乌兰不浪镇、哈乐镇、二

份子乡与 50 多户农户建立了

合作。从 2014 年到 2017 年，

合作社每年向种植户收购黄

芩干、鲜茎叶 10 万多公斤，为种植农户支付原料

款 60 多万元。仅此一项，种植户户均增收就近

3000元。

今年，朱林飞又带领合作社先后开发出“纯

叶山茶”“玫瑰山茶”“百合山茶”“雪菊山茶”“沙

棘叶茶”等高、中、低 3 大系列 40 多个品种，并申

请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办理了 QS认证。

“多年之后我有了这样一个体会，让我们的

土产品走出去变成有档次的商品，让家乡的贫困

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比让自己富起来更让人兴

奋！”朱林飞笑着对记者说。

目前，晟源山茶合作社每年加工系列成品黄芩

山茶6万公斤，销售额200万元。黄芩山茶在武川

县和呼和浩特市区的代理店已发展到80多家，并通

过电商销往北京、天津、武汉、黑龙江、张家口、广

州、大同等地，销路顺畅，市场前景广阔。

朱林飞：让土产山茶变身高档商品

路 霞 本报记者 张景阳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眼下，正是葡萄上市的时节。8月 27日，科技日报记者来到江阴市

璜土镇万亩葡萄基地，镇党委书记谈海平介绍说，该镇多措并举破解农

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探索“生态+科技+产业”的发展模式，全力

打造出了独具江南水乡葡萄风情小镇，培育出家庭农场 36 个。今年，

预计葡萄产量可超 3500万斤，实现产值近 2亿元。

璜土镇有着 40 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过去,这里一度高密度引进

化工项目，成为国内有名的化工之乡，然而环境污染非常严重，道路村

庄杂乱不堪。当地的葡萄种植户，更是苦不堪言。一年辛辛苦苦下来，

葡萄卖不出去。

如何让农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璜土镇以问题为导向，依靠创

新推进产业转型，坚决淘汰污染落后产业，开展散乱污环境整治，彻底

改变了璜土镇偏老、偏重、偏小的产业结构，成为国家卫生镇、江苏省文

明镇、无锡市城乡发展一体化先导示范区等。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我们在散乱污整治上，实行零容忍、强推进，该整改的‘限期到位’，该停

产的‘三断两清’。特别是为防止反弹，对散乱污企业的违法行为发现

一起，整治关停一起，彻底消灭散乱污生产场所，绝不手软。目前，全镇

已整改到位 112家，关停到位 132家，完成 35个自然村的生活污水接管

改造。”璜土镇镇长谢挺说。

如今，工业上，新材料、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成为全镇新的经济

增长点；农业上，科学规划了现代农业采摘区、葡萄稻田漫步区、篁村古

村落体验区、水上休闲娱乐区、民宿健康养生区、璜石湖休闲旅游区等

六大农业生态休闲特色区域。其中，在发展葡萄产业的道路上，借力专

业院所技术力量，政府扶持致力新品开发，确保年年都有新品种，葡萄

产业得到了规模化多品种发展，使得璜土葡萄始终走在市场的前面。

谈海平告诉记者，经过 40 年的探索、实践、总结，特别是在中国葡

萄协会、中国农大、南京农大等专家的指导下，葡萄已发展成早、中、晚

三大产系，包括红富士、美人指、醉金香等近 30 个品种。同时，培养出

了一批老中青葡萄种植“土专家”。

生态+科技+产业，敲开农民致富门。目前，璜土镇正在引导葡

萄种植走合作社规模化道路，推进特色小镇客厅建设，推广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推进葡萄电商村建设，引导建立“互联网+农业”的

新模式,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进一步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

从化工之乡到葡萄小镇
这里的农民走上了生态致富路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詹绍辉

“艾草基地建在家门口，在这里干活，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庭，过去

想都不敢想。”正在基地干活的桐柏县月河镇汪庄村村民方中兰说。

8月 26日，科技日报记者在位于豫西南的南阳市乡村采访，到处可

见艾草种植、加工的情形，3万多名像方中兰一样的贫困农民依靠艾产

业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

从过去只有在端午节才能想起的一把野草，到目前的健康大产业、

脱贫大产业，河南省南阳市艾草种植面积超过 20 万亩，产量占全国的

80%以上，加工、经营企业 1029 家，开发出艾草健康产品 5 大系列 3800

多个品种，远销“一带一路”沿线 5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 200多亿元。

说起南阳艾产业，不得不从一个人说起。他叫陈增喜，是南阳最早

研究艾草产业的人，现任南阳市宛城区科技局局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陈增喜跑遍周边信阳、驻马店、平顶山、洛阳

和南阳 13 个市的乡村，收集整理了 200 多个野生艾草品种。通过化验

分析，从中筛选出 5 个适合南阳种植的品种。陈增喜还建立了一个实

验室，专门研究艾草深加工，艾草香皂、艾草面膜、艾草床垫都试制成

功，并申请了专利。

在南阳市宛城区高庙乡邰庄村，村里有个“小能人”叫陈全喜。陈

增喜看中他的经营能力，动员他把村里土地整合起来，成立一个合作

社，带大家一起致富。在陈增喜的动员下，陈全喜有机艾草合作社成立

了，陈增喜把所有技术无偿教给他，专利也免费给他用，一年多就见了

效益，贫困户脱了贫，周围十里八村也被带动起来了。如今，宛城区发

展有机艾草种植 3万多亩，艾草加工企业 100多家。

“与种粮比，它收益高，一亩艾草顶三亩麦；与果树比，它见效快，当

年就能卖钱。”陈全喜告诉记者，去年他带领村里贫困群众成立艾草种

植合作社，流转 1200亩土地种艾草，亩均收益 4000元左右。

目前，南阳市辖区的邓州、桐柏种植面积达到 4 万亩，唐河、社旗、

南召、卧龙、宛城等县区种植面积均在万亩以上。南阳市成立了艾产业

协会，出台了鼓励艾产业发展的举措，各地按照农民自愿、利益连接、互

利互惠的原则，引导组建艾草专业合作社和合作联社，培育艾草种植大

户，“艾农”因“艾”走上致富康庄大道。

种“艾”成功，因“艾”增收，陈增喜把研究推广“艾产业”作为己

任，努力让贫困群众增收。南阳市也把艾草产业作为贫困群众脱贫

的重要特色产业来打造。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届全国艾产业大会

在南阳举行，南阳市成立了艾草产业协会，注册了“宛艾”商标，拉长

产业链条，走加工增值之路。建立艾草扶贫车间 126 个，带动贫困户

种植艾草 26000 亩，发展艾草产品经销电商 560 多家，实现就业扶贫

2702 人。南阳艾草产业扶贫，还辐射到河南省 15 个市，目前全省种

植艾草达 36 万亩。

陈增喜欣喜地说，目前中草药逐渐兴盛，给艾草产业带来难以想象

的经济效益。各县市区艾草种植面积大，淘宝、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

上，90%以上经营艾制品的商户都在南阳。

一把艾草
燃起200亿元扶贫大产业

本报记者 乔 地

拥有一技之长的林善海和段维兴身兼多

职，既是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科技人员，

又是自治区级科技特派员，也是广西脱贫攻坚

甘蔗产业科技服务团成员。

前不久，林善海、段维兴和其他科技特派员

组成科技服务小分队到贫困村宁明县亭亮镇那潭

村和海渊镇那禄村，现场解答了村民在生产实践

中遇到的高产种植及病虫害防控有关问题。

“不比不知道！”宁明县是甘蔗种植大县，当

地农民对甘蔗新品种、新技术的需求逐年提

高。“新品种长势良好，出苗率高，蔗苗粗壮。”科

技特派员前期赠送的桂糖甘蔗新品种，得到了

当地蔗农的一致认可。

今年以来，广西脱贫攻坚甘蔗产业科技服

务团通过开展送种送肥、送技术、产业咨询、定

点进村入户帮扶、现场观摩培训等多种形式的

产业扶贫服务活动，变“输血”式帮扶为“造血”

式帮扶，在 10 多个贫困村开展技术培训近 20

期，培训人员超过 1500人次。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造就了八桂大地秀丽

风景和宜人生态，也成为脱贫奔小康的现实障碍。

“让山沟里的贫困户，照样依靠产业实现精

准脱贫。”广西将所有贫困村科技特派员按服务产

业不同组成21个产业科技服务团，由各团长单位

统筹协调本产业领域的科技特派员，共同为有服

务需求的全区贫困村提供技术服务，发挥团队力

量共同研究解决一些产业关键技术问题，统一示

范推广品种和技术，统一技术培训等。

在百色革命老区，经过广西水牛研究所高

级畜牧师方文远等科技人员的引导，当地养殖

杂交水牛肉牛和后备奶水牛母数量短短几年实

现成倍增长。

“所有这些，得益于水牛所科技服务团队的

大力支持。”方文远说。

几年来，广西水牛研究所长期派往百色田

东、田阳、平果等县服务的科技人员近 10人，不

定期深入养殖场和农户为其解决在实际生产中

遇到的技术问题，解决了养殖农户后顾之忧。

从“单兵作战”转向“集团作战”，广西实现了农

村科技特派员工作格局的大变化。

组团服务
从“单兵作战”转向“集团作战”

一开始，南宁市良庆区百乐村的村民并不

愿意种植澳洲坚果。

“澳洲坚果被誉为坚果皇后，市场售价高，

但由于要种植 5 年以后才有较好的收成，且是

外来物种，大多人没见过，不愿意冒险。”村民们

的抵触情绪，曾让广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高级

模式创新
从大胆探索到有效带动

一个不大的科技扶贫培训班竟然聚齐了来

自自治区、市、县、乡的专家和科技特派员。

8 月 16 日，在桂林市兴安县溶江镇中洞村

举办的科技扶贫培训班上，广西农业科学院园

艺所研究员苏伟强、桂林市农业科学院院长李

家文、兴安县科技特派员王正富等一起为 120

多位来自周边的种植大户、合作社成员、创业典

型代表上起了课。

以往，科技特派员下去都是单枪匹马地干，

很难让更多的农民得到真正实惠。如何解决 1

人服务 1 村的技术力量薄弱问题，打通生产技

术“最后一公里”？

“ 在 贫 困 村 科 技 特 派 员 选 聘 安 排 方 面 ，

每个贫困村由自治区、地市、县乡科技人员

共同服务，充分发挥区、市科技人员的技术

优势、信息优势和县乡科技人员的近距离优

势，解决了技术力量薄弱问题，同时起到传、

帮、带作用，促进提升县乡科技人员的服务

能力和水平。”广西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

黄志标说。

2017 年 ，广 西 入 选 全 国 科 技 扶 贫“ 百 千

万”工程科技服务贫困村全覆盖工作首批四个

试点省市，全区科技特派员累计到贫困村开展

实 地 科 技 指 导 61150 人 次 ，开 展 试 验 示 范

11611 人次，开展技术培训 6195 期共 32.09 万

人次，累计引进、示范推广优新品种 3052 个

次、先进适用技术 4722 项次，攻关解决关键技

术问题 4238 项（个），指导建设种养科技示范

基地（点）2439 个。

“科技特派员是广西科技扶贫的主力军。”

广西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曹坤华表示，将整合

科技服务资源和力量，精准对接贫困村的产业

发展需求，实现科技特派员服务工作对所有贫

困村的全覆盖，为 2020年广西贫困村全面脱贫

提供有力保障。

以 5000 个贫困村、54 个贫困县为主战场，

广西科特派强化联合、组团服务，闯出了科技服

务的新路子。

四级联动
从力量薄弱到扶贫主力

武川县的茶农在采摘山茶武川县的茶农在采摘山茶 马建荃马建荃摄摄

2121个科技服务团个科技服务团
吹响八桂大地脱贫攻坚冲锋号吹响八桂大地脱贫攻坚冲锋号

农艺师曾黎明颇为苦恼。

而如今，百乐村周边的农户已经发展种植

澳洲坚果约 2000亩。

从农户不乐意种植到成为大家的脱贫树、

摇钱树，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为有效降低投产期较长、前期资金投入较

大等风险，带动更多农户种上摇钱树，曾黎明动

起了脑筋，建立了“公司+合作社+村委会+科技

特派员”的经营管理模式，由公司提供种苗和资

金，并负责开拓市场，合作社提供土地和劳动

力，科技特派员提供技术指导，互相合作，利益

共享，发展种植澳洲坚果。

2016 年以来，围绕推进“产业组团、县级组

队、定点到村、统筹调度、组合服务”的工作思

路，广西探索建立“科技特派员+”的科技扶贫

模式，强化带动模式创新。

上 思 县 位 于 广 西 十 万 大 山 北 麓 ，上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在 十 万 大山就发现有野生大

茶树的分布，当地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茶树的

生长。

“种植的茶树绝大多数是上个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云南大叶茶品种，加工技术水平落后，茶

叶品质差。”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

农艺师韦持章被派驻到上思县后，就发现了当

地茶叶种植生产的问题所在。

对症下药,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韦持

章 的 指 导 下 ，当 地 形 成“ 科 研 + 合 作 社 + 基

地 + 农 户 + 市 场 ”合 作 新 模 式 ，推 动 合 作 社

茶 产 业 发 展 从 分 散 粗 放 经 营 转 向 集 约 精 细

经营。

目前，广西各地已形成“科技特派员+龙头

企业+基地+农户”“科技特派员+服务平台+基

地+农户”“科技特派员+高校院所+基地+农

户”“科技特派员+政府部门+基地+农户”“科技

特派员+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多种科

技扶贫带动的有效模式。

科技扶贫模式的不断创新，为群众脱贫奔

小康带来了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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