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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乡村——

“把技术讲给村民听、
做给村民看、带着村民干”

从四川成都出发，沿着山路驱车近 7 个小

时，国家科技特派团四川越西团负责人、四川

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谢红江带着团队

成员，月内第三次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越

西县。

“如今是苹果幼果膨大、枝梢生长的关键

时期，水肥一定要跟上。”来到越城镇河东村龙

幺妹家庭农场，谢红江一边从车上搬运专程带

来 的 微 生 物 菌 剂 ，一 边 跟 农 场 负 责 人 龙 定

常说。

时间回到 2019 年，当时从外地返乡的龙

定常有了种苹果的念头，但迟迟没有下定决

心，“咱没学过苹果种植技术，辛辛苦苦种苹

果，万一挣不到钱咋办。”听说了龙定常的顾

虑，谢红江带着团队主动上门，逐一解答疑惑，

并且承诺提供全程技术指导。

在谢红江等人的帮助下，龙定常的家庭农

场逐渐步入正轨，种出的苹果销往内蒙古、黑

龙江、重庆等省份，年销售额突破 30 万元。

在越西县，像龙定常一样，受益于科技特

派团技术支持的农户不在少数。据统计，通过

集中培训，科技特派团已结对帮扶当地农技人

员、企业骨干、种养大户等 165 人，培育科技示

范户 22 户。

选派能长期扎根乡村、练就过硬本领的农

业技术人才，是科技特派团的重要原则之一。

2018 年初，越西县举行产业发展摸底会，多个

产 业 发 展 建 议 摆 到 了 相 关 农 业 负 责 人 的 案

头。当时，作为专家代表的谢红江对不同产业

发展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蓝莓经济效益好，

但采摘难度大”“樱桃遇到雨季容易破裂、不易

储藏”“越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苹果易储

藏和运输，比较适合当地发展”……一番讨论

之后，他提出的发展苹果产业的建议被大家

认可。

2022 年，在组建国家科技特派团时，熟悉

越西农业产业发展的谢红江被选为苹果产业

组组长，并担任国家科技特派团四川越西团负

责人。随后，熟悉荞麦、特色蔬菜等产业的专

家也被纳入。

“去年 3 月 26 日，专家们在越西召开了对

接需求会，并签订了服务承诺书。”越西县农业

农村局科教站站长张武琼介绍，“一年多来，结

合生产技术难点，科技特派团专家深入农业园

区、示范基地、田间地头开展现场培训和技术

服务 138 次，覆盖 168 个行政村、1010 个种养

大户。”

在乡村振兴中，科技特派团能发挥什么作

用？对于这个问题，谢红江回答得干脆：“我们

要把技术讲给村民听、做给村民看、带着村民

干，真正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倾情帮扶——

“把科技成果切实转变
成农民实实在在的收入”

进入夏季，索玛花在山坡开放，但东坪村

农户莫罗阿里期盼的雨水却迟迟没来，看着地

里矮小的荞麦，他急在心里。

“现在最重要的是夏季保墒，尽可能留住

水分。”凉山农科院高级农艺师罗晓玲一边观

察作物长势，一边给农户出主意，“要为荞麦起

垄，把有限的水分利用上。”

作为国家科技特派团四川越西团荞麦产

业组组长，罗晓玲常常通过实地操作，向当地

种植户、县农业部门的农技人员讲解荞麦品种

选 择 、施 肥 用 量 、荞 麦 精 量 播 种 等 方 面 的 技

术。“今年 2 月，罗老师带着川荞 1 号、云荞 2 号

等新品种，在村里的试验基地进行种植”，莫罗

阿里说，新品种亩产能达到 300 斤，生长期则

只需 3 个月，很适合在山地上种植。

“去年我们在东坪村引进了 9 个荞麦新品

种，最终确定了 3 个适宜的新品种进行推广。”

罗晓玲介绍，新品种与其他作物轮作，能为农

民带来更多收入。

新品种落地，新农技见效。去年以来，在

科技特派团努力下，越西已引进农业新品种

65 个，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8 个，评价筛选适宜

优新品种 8 个，同时示范推广苹果和蔬菜轻简

高效栽培、荞麦机械作业、肉牛驱虫和疫病防

控等新技术 12 项。

指 尖“ 小 屏 幕 ”，变 成 随 时 交 流 的“ 大 平

台”。坐在家门口的院子里，越西县中所镇零

关村种植大户杨仕华打开手机，向记者介绍：

“这是我们苹果产业的交流群，科技特派团的

专家都在里面，有问题，随时问！”

去年 4 月的一天，杨仕华发现园子里的一

些苹果上长出了“黑点点”。“过了几天，长黑点

的苹果越来越多。”零关村的种植大户邓中福

也发现了类似问题，赶忙在群里求助。

看到消息，谢红江立即回复：“这是黑星

病。”随即，他给出了针对性的用药方案。“按

照专家的指导买药、打药，没过几天，黑星病

就 被 控 制 住 了 ，真 是 帮 了 我 们 大 忙 。”杨 仕

华说。

指导常在线，帮扶不断线。“我们采用实地

帮扶 +线上指导相结合的方式，精准答疑解

惑。”谢红江说，“要把科技成果切实转变成农

民实实在在的收入，让农民学了能懂、懂了能

用、用了能增收。”

培训育才——

“要用真心、诚心、细
心，留下一支懂技术、留得
住的队伍”

走在果农邓中福的果园，一棵棵苹果树

“束”着腰，一米五一棵、三米五一行，整整齐齐

地排列着，树上圆润饱满的苹果压弯了枝条

……一排排的果树间，邓中福正在向科技特派

团成员杨文渊请教种植技术。

“新品种外观好，但是有点酸，会不会影响

销售”“波尔多液容易引来红蜘蛛，该怎么解

决”……邓中福拿着小本，边问边记。从“门外

汉”到村民公认的“土专家”，靠着爱琢磨的劲

头，如今的邓中福不仅种植了 20 亩苹果，还担

任着越西县苹果产业技术员，负责对其他农户

提供指导。

“多亏了科技特派团专家的指导，现在施

肥、拉枝等技术操作有了管理日历，心里有本

明白账。”邓中福说，现在每逢科技特派团到越

西进行技术培训，自己总是第一时间报名参

加。去年 5 月，黑星病暴发后不久，谢红江和

杨文渊便专门举办了主讲黑星病等病虫害防

治的讲座。“谢老师既讲防治措施，还分析问

题根源，帮助我们举一反三，思考遇到其他

病虫害该如何应对。”邓中福回忆。

学好知识和本领的同时，邓中福也在

帮助更多人增收致富。一开始，同村村民

彭开清不懂病虫害防治技术，也没掌握套袋

技术要领，苹果产量少，口感也不佳。去年开

始，彭开清有空便往邓中福的果园里跑。“最

近正是夏季拉枝的关键时节，我想着来老邓

这儿补补课。”彭开清说，自从有了邓中福这

个身边的好老师，果子长势更好，自己的干劲

也更足了。

开展荞麦生产技术培训，罗晓玲也喜欢将

培训会开在田间地头。今年 3 月 29 日，一场关

于荞麦新品种栽培技术的培训会在东坪村举

行。培训现场，罗晓玲不仅发放资料、示范讲

解，还一一测量新品种试验田，现场撒种。“在

田间示范栽培技术，大家可以随时交流，效果

更好。”罗晓玲说。

“要用真心、诚心、细心，留下一支懂技术、

留得住的队伍。”在谈到如何育才时，谢红江介

绍，科技特派团通过建立“省州专家+本地人

才+种植能手”的“师带徒”人才培养机制，为

当地培养本土科技人才。去年以来，科技特派

团到越西已开展集中培训 28 次，培训农技人

员、种养大户等 1198 人次。

献策产业——

“不仅要带来好技术，
还要带来推动产业发展的
新思路”

越西县委办公楼八楼，不大的会议室里，

科技特派团半年度工作推进会正在进行。“今

天要总结上半年科技特派团工作推进的情况，

再安排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会议一开始，谢红

江便点明了会议目的。

按照《四川省越西县国家科技特派团帮扶

工作实施方案》，科技特派团每季度要召开一

次专题会议，每半年还要召开一次推进会，梳

理产业发展问题，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当下，要围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等做文章。”会上，谢红江提

出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的具体建议。

提及荞麦产业的发展思路，罗晓玲也发了

言：“结合荞麦的市场需求，建议加快利用电商

销售荞麦，培育电商实体和主播带货机制。”

…………

一场工作推进会既是总结会，也是集思广

益的讨论会。越西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热古

说：“工作推进会上，好思路接连涌现，为产业

发展提供了不少有益参考。”

“强化标准化管理，实现提质增效”“逐步

实现早熟的红露等品种占到 50%”“建设良种

苗木繁育基地”……会上，专家提出的相关建

议被纳入越西县相关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助力

当地农业产业发展。

“作为专家，不仅要带来好技术，还要带来

推动产业发展的新思路。”谢红江说，国家科技

特派团要为产业长远发展出主意、献良策，才

能更好推动乡村振兴。

得益于专家建议，越西县果园标准化程度

不断提升，预计“十四五”末可实现优质苹果年

产达 30 万吨，商品果率达 80%，总产值将超 11
亿元。“我们还计划引进苹果深加工企业，尝试

开发苹果汁、苹果干等产品。”罗热古说。

优化政策供给保障，服务区域产业发展。

去年 4 月，凉山州开始策划向州内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选派科技特派团的工作对接方

案，要求每月统计相关工作情况。“县农业农村

局积极响应，成立了协调小组，服务科技特派

团开展工作。”罗热古说。今年 3 月，越西县委

组织部等 10 部门还发起成立当地教育、医疗、

科技“组团式”帮扶工作协调服务小组，协调科

技特派团工作。

月光如水，从叶片的缝隙间洒落；清风拂

树，叶子发出清晰的沙沙声。坐在院子里，龙

定常和丈夫一边看着苹果树，一边畅想着未

来。科技助农的故事正在让这片土地、让身处

其中的人们焕发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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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

要靠科技现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

加强农业基地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专家学

者要把论文真正写在大地上，让农民掌握

先进农业技术，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

粮食。”

2022 年初，中组部会同农业农村部、

科技部等多部门，以“一县一团”方式，向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选派 1500
多名专家型科技支撑人才，精准开展科技

服务和人才培养帮带。

进行技术指导、开展技术培训、提供产

业发展建议……国家科技特派团组建一年

多来，大批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

科技兴农的种子播撒在乡野沃土。近日，

本报记者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

县，倾听科技特派员助农富农的故事，感受

当地推动乡村振兴的澎湃动能……

——编 者

2022年初，中组部会同农业
农村部、科技部等多部门，

向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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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型人才开展科技服务

解决技术问题3361个

培训10.9万人次

累计有1.7万人次下乡帮扶

“‘谷子三千麦六十，豌豆丰收粒八颗’，但你看，我们

这麦穗儿，一面 53 粒，两面 106 粒。”在河南省虞城县镇里

固乡丁马庄村，比正常的大了一圈的麦穗吸引了记者

目光。

拿起一株麦穗，丁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卞振强向记者

介绍：“这是我们和河南农科院试点种的富硒冬小麦，每

亩至少能多收 400 斤麦子。这几株颗粒饱满的麦穗，是

专门拿给乡亲们看的，以便在村里更好地推广种植富硒

冬小麦。”

河南是粮食大省。春节以来，丁马庄村委会两次专

门邀请河南省农科院专家薛保国进村指导，希望通过引

入小麦新品种带来更高的产量。

对麦子种植非常熟悉的卞振强，其实之前并不是农

民。2017 年，他放弃了在外面小有成就的事业，返回丁

马庄村服务乡亲，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卞振强返乡时，村里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连条像样的

水泥路都没有。而现在的丁马庄村，硬化路修到每家每

户门口。整洁的村文化广场上，孩子们欢快地奔跑玩

耍。穿村而过的洪河，两岸杨柳依依，河里水流清澈，一

幅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画卷铺展眼前……

麦收结束没几天，地里新种下的玉米便在一场雨水

后蹿出了苗。地块上有一个写有“高标准农田”字样的玻

璃钢出水口保护装置，丁马庄村党支部委员李金付介绍：

“这是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需要用水浇地时，直接插上

管子就行。旁边那个是引水井，有了它可方便多了。高

标准农田就是好，种地靠技术，增收有保障。”现如今，丁

马庄村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1050 亩。

放眼望去，高耸的风力发电机随风运转，收获后留下

的麦茬、翠绿的玉米苗铺满田野，微风吹过，泛起泥土的

气息，仿佛酝酿着新的丰收。

除了在粮食种植上提质增效，村里也种了不少经济

作物。“阳光玫瑰园”大棚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

藤架，自动化浇灌设备为葡萄降温、施水肥。这些阳光玫

瑰葡萄，是 5 年前村集体引种的，面积已达 50 亩。

“七妹 1980”“小吴 1910”……写在大棚钢架上的数

字，记录了农技师在大棚里修剪葡萄的串数。前不久，从

外地来的宗云龙带了 9 个人专程赶来，为这里的葡萄修

剪果型。记者不禁疑惑，为什么要从外边找人？

负责为村集体打理这 50 亩葡萄园的村民卞红振解

释：“请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样才能把品质搞上去。

如果不把多余的果粒剪掉，葡萄长大后就挤裂了，甜度也

上不来。修剪一串果型要 1.2 元，但这钱花得值！”卞红振

自豪地说，“我们的葡萄长成后，每粒能有矿泉水瓶盖那

么大。”

在村集体带动下，村民周小红也跟着种了 3 亩多葡

萄，到现在已经 3 年了，“去年每亩净赚两万多元。今年

进入丰产期，结的果子更多，你看这果子多喜人！”像周小

红这样的村民，在丁马庄村以及周边的村子还有很多。

“今年我们又去连云港考察了，计划引进新葡萄品种

——冰葡玉，让村民们种上冰葡玉，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李金付说。

驻村期间，赶上商丘市乡村振兴局前来调研庭院经

济。原来，丁马庄村每家每户房前屋后和道路两旁的绿

化带都种上了软籽石榴。年初，村集体统一购买树苗，每

户平均能种上 3 棵。

商丘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牛子健说，丁马庄村发展

庭院经济，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美

化了乡村环境，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俺村的石榴品种好，来年一棵树就能收几十斤，一

斤能卖 10 块钱。每家每户留够自己吃的，多余的由村集

体统一收购外销。等到树长大后，一棵能收一二百斤，每

户又能增收 1000 多块钱。”卞振强掰着手指头算起了账，

“人不负地，地就不会负人。”

“种地靠技术，

增收有保障”
本报记者 石 畅 环球人物记者 郑敖天

本报长沙 7月 13日电 （记者孙超）记者从博鳌亚洲

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以下简称“博鳌经安论

坛”）第二届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博鳌经安论坛第二

届大会将于今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在湖南长沙举行，大

会主题为“全球发展 共享安全”。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示，博鳌经安论坛第

二届大会将深入分析经济发展与安全领域新趋势新动

向，深入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全球发展、共享安全。

博鳌经安论坛大会主席曾伟雄表示，第二届大会将

举办 20 余场分论坛活动，充分聚焦今年以来国际社会关

注的一些热点问题，探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人口发

展、国际发展合作等发展领域的前沿问题，以及金融安

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安全、供应链安全等和发展

密切相关的安全问题。

博鳌经安论坛组委会执行主任赵松说，2021 年首届

大会以线上为主，今年将以全线下方式举办第二届大会，

并将实现“五化、四更”的目标，即突出“国际化、专业化、

市场化、绿色化、数字化”、实现“层级更高、范围更广、规

模更大、成果更好”。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彭立威透露，

中南大学将与组委会合作，为本届论坛提供智力支撑。

近年来，博鳌亚洲论坛除了每年春季举办年会之外，

还举办一系列大型专题论坛会议。其中，博鳌经安论坛

主要聚焦发展与安全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以期更好地应

对全球经济风险和结构性问题。

博鳌经安论坛第二届大会将于 10月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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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谢红江（左）在示范果树修枝。

图②：果品加工车间。

图③：村民在搬运苹果。

图④：越西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一隅。

图①为本报记者王永战摄，图②至图

④由越西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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