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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范巧红 温锦胜）“优质再生

稻科技成果示范推广”项目示范片测产验收会日前在福建省南

平市建阳区水吉镇举行。来自中国水稻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现场测产，结果显示，折算实

收 干 谷 平 均 亩 产 为 627.6 公 斤 ，较 当 地 常 规 栽 培 水 稻 增 产

15.75%。加上头季水稻平均亩产 703.31 公斤，今年水吉镇优质再

生稻一种两收实现亩产 1330.91 公斤。

再生稻种植是头季水稻收割后，利用稻桩重新发苗、长穗，实现

稻田一次耕整、育秧和栽插，收获两季稻谷的一种稻作类型。然而，

常规机械收割头季稻对稻桩碾压破坏严重，导致再生季产量低。

为解决这一问题，福 建 农 林 大 学 教 授 林文雄带领团队持续

开展机收再生稻关键技术攻关研究，并主持上述项目，进行技术

推广。

“多年来，课题组以‘选准品种，保根促发，减轻碾压’为核心

思路，创建了全程机械化再生稻丰产高效品种筛选，以及三保两

促一攻丰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通过良种良法相结合、农机农

艺深度融合，原本只能收获一季水稻的农田实现了双季丰收。”

林文雄介绍。

水吉镇种植大户李家寿说，得益于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团队的技

术指导，今年再生稻亩产与 2016年开展示范服务前相比，增产约 300

公斤，且米质优、口感好，供不应求。

“针对适宜机收的强再生力品种少等问题，课题组积极探索

构 建 水 稻 强 再 生 力 品 种 筛 选 指 标 体 系 。”课 题 组 成 员 陈 鸿 飞 介

绍，“目前，我们已筛选出‘甬优 1526’‘甬优 1540’等多个优质丰

产高效品种。”

再生稻种植生态效益显著。近年来，林文雄带领团队优化技术

集成路径，研发出再生稻专用缓控释肥，把施肥次数由原来的两季五

六次减少到两次，施肥量减少 20%。与常规中晚熟单季稻种植模式

相比，再生稻种植可节水 15.1%，单位稻谷产量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排

放量分别减少 34.11%、20.40%。

同时，团队积极开展短生育期、高产量的油菜品种筛选工作，优

化“头季稻—再生季稻—油菜”轮作体系，实现一年三熟高效种植模

式，缓解粮油争地矛盾，显著提升农业经济效益。

再生稻种植实现“一种双收”

金色阳光照射下，大大小小的晒场上

铺满了八角鲜果。工人们忙着杀青、铺

晒、去杂、打包、装车，忙得不亦乐乎。这

是科技日报记者日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采访时看到的一幕。

“今年，我们按照郭老师的指导进行

配方施肥和打药，家里 10亩八角林收获了

4万多斤八角鲜果，比去年提升了两倍多，

收入超 14 万元。”古龙镇大村村农户韦铨

泽笑呵呵地告诉记者。韦铨泽口中的“郭

老师”，就是广西乡村科技特派员、古龙镇

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郭家锋。

古龙镇被誉为“中国八角之乡”。在

这里，几乎家家户户种八角，有关郭家锋

传经送宝、助农增收的佳话不绝于耳。

近期，他奔走在古龙镇各合作社和农

户之间，指导八角采后入肥、保花保果和

冬季病虫害防控等工作，为古龙镇八角产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林间地头解难题

参加工作 20多年来，郭家锋总是有呼

必应，一直坚持在林间地头为农户送技

术、送品种、开展培训，手把手教农户科学

种植和管护八角。

2021 年，古龙镇八角遭遇尺蠖虫害，

大片八角树的树叶被尺蠖啃食殆尽。八

角树变得光秃秃的，如同一把把扫帚。

2023年春天以来，八角尺蠖再次肆虐。

虫灾暴发后，郭家锋发挥专业优势，

加入“治虫先锋队”。他经常每天早上不

到 6 点，就带队到受灾最严重的八角林指

导虫害喷杀工作。为抢抓治虫最佳时机，

与尺蠖产卵孵化时间赛跑，郭家锋晚上还

带队进入山林对成虫飞蛾进行诱杀。

“郭老师，快过来看看我的八角树，肥

料施了不少，虫也杀了几遍，叶子不见转

绿，反而出现了黄叶、落叶，急死人了！”今

年 4 月 12 日，正值“壮族三月三”假期，郭

家锋收到了藤县古龙铭铉家庭农场负责

人杨显平的来电。

郭家锋闻讯后，随即赶往十几公里之

外的八角山。仔细查看和研判后，他找到

了黄叶、落叶的根源：“黄叶是缺镁、缺锌

等中微量元素引起的缺素症导致的，落叶

则是由急性炭疽病引起的。我们要从补

充中微量元素和杀菌治病两方面入手解

决问题。”

古龙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江定隆

说，近年来，古龙镇八角接连遭受病虫

害，产量和品质大幅降低，八角产业受

到 严 重 威 胁 。 科 技 特 派 员 培 训 和 现 场

指导农户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选种嫁

接、嫁接换冠、配方施肥、保花保果、合

理修剪等集成技术应用，助力八角产业

提质增效。

示范基地育人才

古龙镇拥有十几万亩八角林，但超过

半数属于传统种植的老林。这些树树龄

过长、树体老化，且品种未经筛选，八角林

产量不高，一度成了“风景林”。

怎样才能更好解决八角树老龄化、产

量低、品质差、难采摘等“老大难”问题？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郭家锋找到

了藤县古龙镇大红八角种植协会会长、

藤县古龙春雨八角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黄敏永一起商讨对策。2021 年 6 月，在

古龙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郭家锋牵头

成立了古龙镇八角种植技术推广志愿服

务队。

近年来，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品种选

育、矮化嫁接、嫁接换冠等技术培训和现

场指导。目前，古龙镇拥有专业八角嫁接

师傅、种植能手 1200多人。在多年的选种

接繁中，志愿服务队已培育出“罗马、陈

平、东荣、高箭”等多个优质八角品系，全

镇创建了 20 多个 50 亩以上规模化八角种

枝繁育基地。

八角忙嫁接，老树发新芽。经矮化嫁

接的八角易采摘、果形正、个头大、产量

高、色鲜味醇，且鲜果市场收购价高于普

通果，全镇每年增收近 4亿元。

古龙镇矮化嫁接八角的丰产增收效

果，吸引广东、云南、贵州等地八角种植户

前来参观学习和引种。种植户们纷纷点

赞：“树这么矮小就挂满密密麻麻的八角，

藤县矮化八角，果然名不虚传！”

增收致富强信心

“树上挂的是次年春果和秋果的幼

果，必须做好保花保果和病虫害防控工

作。要在 12月底前施好冬肥，增强树体抗

寒抗逆性，为次年丰产打基础。”前段时

间，郭家锋到藤县古龙春雨八角种植专业

合作社查看八角树长势时对黄敏永说。

经过低产改造和矮化嫁接换种，目前

藤县古龙春雨八角种植专业合作社拥有

优质嫁接苗 50 亩、矮化嫁接高产示范林

500亩。

“在郭老师的指导下，合作社今年八

角苗的销售收入 660 万元，鲜果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今年，合作社安排脱贫人口就

业 50多人，全年为脱贫户带来工资性收入

400多万元。”黄敏永说。

对于今年的收成，古龙镇忠隆村塘村

组八角种枝繁育示范基地负责人梁意锋

同样信心满满。“保守估计，今年基地可出

售八角种枝 50万条，按年初价格计算将获

得 40万元左右收入。”梁意锋说。

一个品牌，不但能带活一个产业，而

且能富一方百姓、兴一方经济。2023 年 3

月，得益于八角产业的发展，古龙镇被农

业农村部认定为 2022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

业产值超十亿元镇。今年 5 月，以古龙八

角为核心的“藤县八角”获批注册为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藤县八角’商标获

批，预计带动八角产业相关产品年产值超

15 亿元，为实现助农增收、乡村振兴提供

强劲动力。”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说。

目前，古龙镇拥有 18 万亩八角林，

4000 多亩优质八角嫁接苗。今年八角鲜

果产量已突破 14万吨，八角产业产值超 20

亿元。

广西古龙：专家送技到地头 八角飘香富农户

科技日报讯 （赵乃文 记者何星辉）记者 12 月 16 日从贵州省毕

节市科技局获悉，截至 2023 年底，毕节发展天麻种植 20.24 万亩，天

麻生产经营主体共计 1383 家，年产量达 4.82 万吨，一产总产值 19.21

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一。

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毕节天麻品质卓越、药效显著。然而，

因人工培育技术存在瓶颈，毕节天麻产业发展之路并不平坦。

近年来，毕节通过建立“科研院所+农技部门+企业+基地”的服

务体系，聚焦良种繁育、规范化种植、菌材林培育等 9个重点环节，集

中力量打造天麻全产业链融合发展集群。

毕节市科技局通过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方式凝聚科技力量，推

动天麻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天麻产业关键技术领域，毕节市科技局持续征集企业技术需

求并凝练科技项目，累计争取相关部门支持资金 1079 万元，撬动企

业研发投入 2615.8万元，有效催生了一批科技成果。

在人才引育方面，毕节市科技局以项目合作方式柔性引进中山

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院士团队成员到毕节开展智力支援，对天麻

38种功能成分进行分析，为后续产品开发奠定基础。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毕节市科技局分别在七星关区、大方县等

5个县区建设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同时对不同菌种、菌材及天麻品

种等进行试验示范。

截至目前，天麻林下仿野生栽培技术示范面积达到 9183.51 亩，

总产值达 8816.17万元。

贵州毕节市科技局：

多措并举支持天麻产业发展

广西乡村科技特派员郭家锋（右一）在八角嫁接苗圃基地开展水肥管理及病虫害防
控指导工作。 受访者供图

眼下，天气渐寒，山东省青岛市平度

市马家沟芹菜喜获丰收，产销两旺。12月

16日，记者在位于平度市李园街道的马家

沟芹菜核心产区看到，一座座蔬菜大棚整

齐排列。大棚内，绿油油的芹菜茎秆粗

壮，长势喜人。工人们分工协作，收割、剪

根、打捆、装箱……忙碌的身影绘就一幅

丰收画卷。

“瞧，今年芹菜品质多好！”马家沟芹

菜种植大户李燕拔出一根芹菜递到记者

眼前，一阵芹香扑鼻而来。“我们基地种

植了约 40 亩高品质芹菜。从收获情况来

看，今年芹菜亩产能超 1.2 万斤。”李燕告

诉记者。

据了解，作为平度特色农产品，马家

沟芹菜叶绿茎黄、空心无筋，秋冬上市的

芹菜口感尤其嫩脆清甜，不仅深受青岛周

边消费者喜爱，还畅销北京、上海等各大

城市。

青岛马家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销售

经理葛学海介绍，目前，马家沟芹菜主要

通过超市、中高端酒店及线上销售。“350

克马家沟芹菜在超市每份售价 9 块钱左

右，礼盒装芹菜每盒售价为 28—298 元不

等，在市场上颇受欢迎。”葛学海说。

记者在李园街道采访时了解到，为加

强马家沟芹菜品牌建设，街道在规模化种

植、产品质量监管、品牌化运作等方面进

行持续探索，通过推广日益成熟的“龙头

企业+基地+农户”种植模式，不断做强特

色农业，释放富农效应。

截至目前，马家沟芹菜种植面积达

6000 多亩，年产量 3000 万公斤，年产值达

1.2亿元，带动种植户增收约 2400万元。

马家沟芹菜为何叫得响卖得好

工人正
在采收马家
沟芹菜。

受访单
位供图

“我们要如何管护才能让花椒树安全

过冬，保障明年增产增收？”初冬时节，重

庆市垫江县砚台镇金钟村影泽花椒基地

的花椒已采摘完毕，基地负责人张代书在

科技特派员服务“三农”信息化平台上发

布了需求。当天接到问题后，垫江县科技

特派员协会蔬菜科技特派团一行 12 人便

前往基地，开展花椒管护技术服务活动。

“花椒压枝是花椒冬管的关键技术

之 一 ，能 有 效 增 加 花 椒 枝 叶 的 光 合 作

用，打破顶端生长优势，调节营养枝的

营养供给平衡，促进结果部位内移和结

果枝条木质化，进而增加产量。”活动现

场，科技特派员章小平向椒农重点演示

了花椒压枝操作方法，耐心讲解花椒压

枝的好处。

“我在平台上根据需求‘点餐’，县里

的科技特派员很快就来给我们解决问题，

真是方便又快捷！”张代书说。

垫江县科技局副局长刘正荣介绍，一

直以来，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垫江县“三农”

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农业农

村现代化进程加快，在科技特派员制度推

行过程中，服务领域不全面、供需双方不

匹配、管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也日渐凸

显。为解决这些问题，垫江县开发了科技

特派员服务“三农”信息化平台。

平台构建“需求发布、互动咨询、知识

服务、动态跟踪、绩效评估”数字化管理和

服务体系，为农户提供快捷、高效的线上

服务通道。平台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

术，建立“网络会诊+实地指导”服务模式，

形成“农户、特派员、平台、基地”一站式管

理闭环，实现农户“点餐式”提出需求，科

技特派员“订单式”供给服务，打通了精准

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

“平台所有科技特派员的基本信息在

农户手机端一览无余，良种繁育、水产养

殖、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病虫害防治等

方面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一应俱全，农户

可根据自身科技需求寻找专业对口的科

技特派员开展服务。”刘正荣介绍，科技特

派员会在 24 小时内接收农户发出的技术

需求，通过“消息栏”及时为农户提供线上

交流咨询服务。有需要时，科技特派员会

新建“服务工单”，精准定位农户所在地，

为农户提供线下技术指导服务。

自 上 线 以 来 ，平 台 服 务 农 户 23878

户，开展科技服务 37750 次，其中线上服

务 25622 次，线下服务 12128 次，解决技

术难题 700 余项，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300

余项。

垫江县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史博

说，接下来，科技局将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积极争取实施农业科技项目，加

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加大农业研发创

新力度，全力服务全县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

“订单式”服务匹配“点餐式”需求
——重庆垫江科技特派员服务“三农”信息化平台见成效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 讯 员 周迎迎

科技特派员正
在讲解花椒压枝操
作方法。

受访单位供图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届宁夏枸杞养生节上，枸杞洛神花茶、枸杞生

椰拿铁、枸杞慕斯、枸杞糯米糕、枸杞玫瑰酒等各类枸杞产品令人目

不暇接。

本届枸杞养生节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宁夏回族自

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枸杞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宁夏枸杞协会联合举办，旨在为枸杞养生产业发

展注入更多活力。

近年来，宁夏现代枸杞产业瞄准养生新赛道，在各类科技项目

支持下，已开发出枸杞原浆、枸杞养生茶等十大类 120 余款枸杞养

生产品。

枸杞作为养生佳品，自古以来便备受推崇。枸杞被誉为“百搭之

王”，与不同食材搭配能发挥出不同的养生功效，最普遍的组合有枸

杞配红枣、菊花、山楂、黄芪及桂圆。

“民间流传着‘冬天进补，开春打虎’的说法，这凸显了冬季养生

的重要性。”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冶尕西介

绍，根据《黄帝内经》所提“治未病”理念，宁夏中医研究院与百瑞源枸

杞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枸杞茶饮和枸杞膏滋领域开发了多种养生

新产品。

“宁夏枸杞皮薄、肉厚、籽少、汁多、味甘，具有很高的养生价

值，是宁夏的‘金字招牌’和‘红色名片’。为了让消费者安心，我

们建立了四级检验检测体系，以保障宁夏枸杞产品品质。”宁夏

枸杞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宁夏枸杞产业技术支撑体系首席专家

祁伟介绍。

近年来，宁夏依托自治区现代枸杞产业领导机制，让枸杞产业焕

发出新生机，当前已形成“一核两翼”（以中宁为核心、以清水河流域

和银川北部平原为两翼）发展格局，“链”出百亿级产业。2023 年，宁

夏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 290亿元。

宁夏将加快构建体现枸杞道地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力争到 2030年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

值达到 1000亿元。

宁夏枸杞“链”出百亿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