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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

县（以下简称“耿马县”），甘蔗、坚果、蚕

桑、蔬菜、魔芋等特色鲜明的产业带蓬勃

发展，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科技日报记者近日在耿马采访时看

到，智能设备助力茶田管理，高效生产线

提升甘蔗加工水平……科技赋能产业增

效升级、支撑特色产业发展的场景随处可

见。

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与“人才+

技术”支撑，耿马近年来持续培育创新主

体、组建人才团队、进行田间地头示范，不

断壮大富民产业，加快现代化边境幸福村

建设。

育主体，提升企业
创新竞争力

耿马是国家糖料蔗核心基地县（市）

之一。随着种植面积和蔗糖产能扩大，甘

蔗废弃物也有所增加；若不及时进行科学

处理，势必会影响当地生态环境。

近年来，绿赛可新材料（云南）有限公

司依托耿马丰富的甘蔗资源，深耕废弃资

源循环利用研发，创新废料造纸及蔗渣综

合利用技术，研发生产以蔗渣为主的可降

解餐饮具，产品销往海内外。这家企业的

多项专利，助力耿马打造蔗糖绿色产业链。

近年来，耿马紧抓“一县一业”甘蔗示

范县创建机遇，依托县内甘蔗产业基地，

引进糖业龙头企业，着力延伸产业链条，

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产业发展、

企业增效、农户增收。

在耿马，还有临沧滇晟农林发展有限

公司、耿马四方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耿马龙源茶业有限公司、耿马孟定鑫

俊橡胶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紫辰集团生态

肥业有限公司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茁壮

成长。

这些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

耿马通过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

道，不断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让民营经济迈上持续健

康发展的路子。

“从实现更有效的科技管理出发，耿

马还实施高新技术企业‘三倍增’计划，建

立领导干部挂钩服务企业制度、构建高企

及科技型企业培育库，开展‘一企一策’服

务。”耿马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局长俸

昱介绍。

截至目前，耿马累计认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3户；2024年，新纳入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 4 户；累计认定云南省创新型

中小企业 9户、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

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建团队，形成产业
科技人才体系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团队

来到耿马县勐简乡大寨坚果园区临沧坚

果提质增效示范点，针对坚果的落头开

心、果园放蜂、保花保果等重点环节，跟踪

督查技术改良落实与实施成效，为当地坚

果产业提质增效和示范工作“把脉问诊”。

2023 年，耿马坚果种植面积达 26.11

万亩，已结果的投产面积约为 16.8 万亩。

当年产量达 2.1万吨，产值达 2.17亿元。

立足特色产业发展优势、围绕主导产

业发展需求，耿马不断推动院企合作。近

年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

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南京工业大

学等 11 家高校院所与耿马建立深度合

作。耿马在一大批重点产业领域，引进 56

名驻站专家，建起专家工作站，深化产学

研用结合，提升产业区域创新能力。

耿马以产聚才，构建“专家团队+县管

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乡土人才”的科技人

才体系，借力“百团千员助农增收”行动，

引入科技特派团 1 个、科技特派队 1 个、农

科服务团 1 个、云岭农科小院 2 家。通过

“理论课堂+田间课堂”方式，有效孵化产

业人才，耿马形成引进一个专家团队、带

动一方企业、培养一批人才、壮大一个产

业、带动一方致富的示范效应。

“打造创新人才成长链，对提高科技

服务水平、推动科技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有

重要作用。”耿马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赵镇

禹介绍，截至目前，耿马已累计选派 1593

名专家人才到 92 个村（社区）开展产业发

展服务指导，组成 69 人的专家团队，选派

“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

革命老区）科技人才及科技特派员 78 名，

培养甘蔗、水稻、中药材、魔芋等产业人才

9000余名。

做 示 范 ，批 量
转化科技成果

“得益于专家团队、县级人才和企业

技术骨干的联合攻关，一大批科技成果在

耿马落地。”耿马县副县长陈宝印说，通过

构建产业科技人才体系，耿马形成科技创

新与产业发展联动的良好格局。

蔗糖产业是耿马县域经济的重要支

柱，也是“甜美耿马”建设的“主题歌”。为

了把“一根甘蔗吃干榨尽”，专家们开创全

产业链循环发展协同创新格局，梳理出全

产业链关键技术需求，围绕重点产业前端

研发、中端深加工，攻克关键技术，精准匹

配技术、资金、实体、项目。“蔗糖全产业链

关键技术创新研究及应用”“蔗渣改性可

降解新材料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研

发”……一个个科技项目的推进，为产业

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越来越多领域，耿马形成“创新平

台—人才团队—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的

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为主导产业发展和民

生福祉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技术成果的转化落地，让耿马的气

候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耿马县副县

长张剑魁告诉记者，近年来，在专家团队

帮助下，耿马做大“菜篮子”工程，拓展基

地化种植，蔬菜年产量达 51 万吨，产值突

破 30 亿元；打响“道地药产区”品牌，耿马

滇重楼、滇鸡血藤、滇黄精、猴耳环等药材

获批国家地理标志，400 亩有机石斛基地

通过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中药材产

业发展潜力巨大。

“耿马近年来突破石斛原浆生产等关

键技术 14 项，引进甘蔗、玉米、蔬菜、蚕桑

等 26 个作物新品种，转化科技成果 94 项，

开发黄腐酸钾等新产品 23 个。”临沧市科

技局副局长石和锟介绍，其中，“耿芋 2号”

魔芋新品种和“云斛 2 号”铁皮石斛新品

种，先后获得农业农村部授予的植物新品

种权。

专家团队来了，技术成果落地了，农

业特色产业活了……在科技支撑下，耿马

将继续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云南耿马：专家团队来了，特色产业活了

如 何 像 工 厂 生 产 零 部 件 一 样 种 蘑

菇？近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重庆市万盛

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万盛经开

区”）探寻答案。

在重庆华绿生物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里，只见一簇簇饱满的金针菇从装满玉米

芯、米糠等原料的塑料瓶中探出头来。

“使用新技术后，金针菇的单产明显

提高了，而且菇柄粗细适中、菇帽饱满，

品质非常好。”重庆华绿生物有限公司食

用菌菌种提升项目负责人易思富喜上眉

梢。他所说的新技术，就是液体菌种技

术。运用该技术可以实现高度智能化生

产，从液体菌种培养到菌种接种环节，大

部分采用机器自动化流水线作业，降低

了人工成本和污染率。

作为万盛经开区食用菌行业的“领头

雁”和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该公司

自投产以来可日产食用菌 150 吨，年产 5

万吨。除包装环节需要人工操作外，制

菌、装瓶、冷却、培养、搔菌、插片、采收等

环节全部实现机械操作，生产无缝衔接，

天天都能出菇。

在南桐镇岩门村食用菌种植基地，

依靠科技设备，赤松茸也告别了“看天

吃饭”。

“赤松茸一般在春季出菇，但由于我

们采用了爱尔兰式保温棚，安装了恒温恒

湿系统，目前基地里的赤松茸仍在陆续出

菇，品质相当不错。”基地负责人告诉记

者，恒温大棚和恒温恒湿系统的应用让基

地实现一年 365 天、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生

产，产量和质量实现双提升。

据了解，南桐镇岩门村食用菌种植基

地于 2023 年 12 月竣工，总面积 4800 平方

米，建有 5个恒温出菇棚，预计年收入达 85

万元，年利润 20万元。

这是万盛经开区食用菌产业发展的

缩影。万盛经开区将食用菌产业作为优

势特色产业加以重点培育，着力提升产业

规模、延伸产业链条，积极推进食用菌产

业工厂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食用菌产

业迅速发展成势。同时，通过“科技特派

员+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当地组织食

用菌专家对接食用菌生产企业和农户，开

展食用菌生产技术培训，着力进行技术攻

关。经过培训，企业工人和农户实操能力

明显增强，工作效率得以提升，全区食用

菌种植技术水平得到提高。

如今，食用菌产业已是万盛经开区

农业重点产业，拓展到鹿茸菇、赤松茸、

黑皮鸡枞菌、猪肚菇、秀珍菇、羊肚菌、白

参菌等 10 多个种类。万盛经开区成规模

的食用菌生产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达 20 余家，年生产食用菌 5.5 万吨，产值

约 6 亿元。

重庆万盛：“蘑菇工厂”告别“看天吃饭”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甲居镇聂拉村苹果基地员工正在
驾驶机器施肥。 本报记者 杨宇航摄

金秋时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甲居镇聂拉村的苹果

基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看！这些‘美人脆’，又大又红。”村民阿

佳一边熟练采摘苹果，一边兴奋地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丹巴，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美人脆”这一果中珍

品。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当地苹果种植技术相对落后，产量和品

质很不稳定。科技成为丹巴“美人脆”量质提升的关键。

丹巴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高级农艺师刘新丽介绍，自 2019 年

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引入矮化苹果密植技术以来，果园管理效率

大大提升，苹果品质和产量实现质的飞跃。此外，当地引进新品

种，使“美人脆”既保留了高原果品的独特风味，又更符合消费者的

审美和口味。

果园里，银色反光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刘新丽说：“这些反光

膜能有效将阳光反射到苹果底部，确保每一颗果实均匀受光，色泽更

加诱人。”

值得一提的是，丹巴还在四川省内率先引入智慧果园控制系

统。控制室里，大屏幕能实时展示果园的温湿度、光照强度等环境参

数，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实现对果园的远程调控。这种智能

化管理方式，提高了果园的管理效率，确保苹果在最适宜的环境中生

长，进一步提升“美人脆”品质。

在销售端，丹巴同样展现了创新活力。当地不仅充分利用对口

援建地区的订单合作模式，还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通过电商平台

和社交媒体将“美人脆”推向全国。“和去年相比，预计今年我们的苹

果产量能翻一番，达到 160万斤。”刘新丽说。

在科技与自然的融合下，“美人脆”把高原“甜蜜”送万家。

丹巴“美人脆”苹果甜蜜升级

秋意渐浓，远远眺望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兴隆山镇长胜村，漫山

遍岭的杏树林枝叶繁茂。进入村庄，郁郁葱葱的仁用杏树随处可

见。这种杏树是白城市林业科学研究院科研团队通过杂交育种技术

选育出的优质新品种。

“以前咱这儿不是风就是沙，风沙大的时候甚至张不开嘴，更别

提种庄稼了。”村民张守德对科技日报记者说，种了新品种杏树后，不

仅起到了防风固沙作用，还为家里添了一份收入。

2018年，白城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承担吉林省科技厅重点项目“抗

寒优质甜仁用杏新品种选育”。团队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和科研攻关，

选育出优良甜仁用杏新品种“晚甜仁”和“香仁杏”。

不久前，由吉林省科协主办，吉林省林学会、白城市林业科学研

究院、白城市林学会共同承办的吉林西部沙地生态产业论坛在白城

市林业科学研究院举行。会上，科研人员针对吉林西部特有的自然

条件，提出优化和扩大耐寒、耐旱、耐盐碱、耐沙荒的仁用杏树种植的

建议。

白城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杏树专家罗新凯介绍，杏仁具有润肺定

喘、生津止渴的功效，且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等多种营养成分，甜

仁用杏果实出仁率高，杏仁品质优良，经济价值高，仁用杏加工产业

前景广阔。

罗新凯说，甜仁杏树树形高大，更能适应干旱、风沙大、土质瘠薄

的自然条件，能有效发挥抵御风沙、保护农田、改善环境的生态价

值。而且，其树形好、生长快，也是城乡绿化的优良树种。

杏树新品种

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丰收

◎通讯员 王国庆 本报记者 杨 仑

秋天是安徽铜陵白姜收获上市的季节，走进铜陵市大通镇、天门
镇等地姜田，浓郁的姜香扑面而来。2008年，铜陵白姜制作技艺被
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铜陵持续推动白姜特色
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图为在大通镇大院村山礼白姜工坊
门前，工作人员在晾晒白姜。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舌尖非遗变成富民产业

9 月初，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梅川镇

永星村的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中

药材长势喜人。这里正进行着不同微生

物菌肥、种苗和技术的试验示范。

“今年，我们主要开展‘岷归’系列品

种的对比试验，为后续推广筑牢基础。”岷

县中药材技术推广站站长郎建军介绍，

“近年来，我们积极与高校院所衔接，联

合开展关键技术研究、集成、试验和示

范，推广新技术和新产品，有效提升了中

药材品质，让‘千年药乡’这块金字招牌愈

发闪亮。”

甘肃岷县素有“千年药乡”“中国当归

之乡”美誉，是全国道地药材主产区。近

年来，该县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

引领作用，通过推进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

植、研发中药材新产品等措施，有效延长

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走出一条科

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子。

破解种苗繁育难题

优质种苗是当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岷县通过新品种引进示范、提纯复

壮、野生品种驯化、种子种苗繁育和种质

资源圃建设等工作，持续加强种质资源保

护与利用。

过去，当归种苗繁育是制约岷县中

药材产业发展的难题。近年来，这一难

题 逐 步 得 到 破 解 。 甘 肃 岷 县 当 归 研 究

院（以下简称“当归研究院”）科研团队

经过一系列试验示范，总结出当归露地

熟地育苗、大棚熟地育苗、日光温室育

苗及反季节育苗技术，并大力开展设施

化育苗，实现当归种子种苗的标准化、

规范化生产。

当归研究院药圃园位于岷县寺沟镇

立珠村，是“千年药乡”的“百草园”。“建

园以来，我们累计栽培当归、黄芪、党参

等中药材品种 160 多种。其中，保护驯化

4 个品种，大田推广 10 个品种。”当归研

究院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高级农艺师

郭增祥介绍。

在积极开展中药材引进驯化和野生

资源抚育的同时，当归研究院还与甘肃农

业大学等高校合作，选育耐早薹当归新品

种（系），通过降低当归早薹率，为当归产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们正在

与甘肃农业大学教授陈垣合作，筹建耐早

薹当归新品种（系）试验基地，扎实开展选

育工作。同时，我们积极推广现有‘岷归’

系列品种，促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郭增祥说。

突破产业发展瓶颈

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一直是岷县中

药材产业发展的短板与痛点。如何延伸

产业链条、让产业增值效益更多留在当

地？岷县将科技创新作为突破口。

当归研究院的展厅里，陈列着系列

研发产品。

当 归 研 究 院 农 艺 师 李 文 义 介 绍 ：

“ 当 归 天 然 活 性 成 分 提 取 物 具 有 补 血

活 血 、抑 菌 消 炎 、调 节 机 体 免 疫 功 能 、

润 肤 等 功 效 ，在 中 医 药 大 健 康 产 品 和

日 化 用 品 领 域 有 广 阔 应 用前景。为提

升 中 药 材 附 加 值 ，我 们 研 发 了 当 归 红

糖、蜜炙黄芪养生茶、当归牙膏、鲜当归

美肤水、当归点心等 10 多款产品，申报

发明专利 5 件。”

今年 3 月，当归研究院与甘肃归乡谷

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中药材新产品

成果转化合作框架协议，旨在进一步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岷县延伸中药材产业链，许多企业

投身其中。甘肃岷山红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 公 司 是 一 家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 2023

年，公司结合岷县中药材资源优势，研发

出黄芪凉茶饮料。“黄芪凉茶饮料将黄芪

补气保健与枸杞保健、红枣补血的功效

相结合，具有肠道保健作用。”公司总经

理冯彦辉告诉记者，公司将根据市场反

馈，继续提升饮料风味和生产工艺，提升

黄芪高值化利用水平，助推中药材产业

转型升级。

“中药材产业是岷县富民强县的支柱

产业。下一步，我们将紧紧抓住科技创新

这个关键，促进粗放的产业发展模式向技

术引领方向转变，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

型升级，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岷县科技局局长黄萍表示。

科技擦亮“千年药乡”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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