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科技

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

田野大地上。”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 20 多年

来，福建省累计选派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

员 76995 人（次），全年在基层一线开展服务

的三级科技特派员超过 1 万名，实现了科技

特派员创业和技术服务乡镇全覆盖、产业全

覆盖。

近日，记者走近 3 名青年科技特派员，了

解他们在一线为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拼搏奉

献的动人故事。

刘梦莹：
让古茶园焕发新生机

7 月 25 日 11 时许，南平市建阳区漳墩镇

杭下村小白茶母树基地骄阳似火。顶着烈日

走进茶园，南平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

中心农艺师刘梦莹躬下身子，仔细查看茶叶

长势，认真记录叶色、叶长、叶面质地等茶叶

农艺性状指标，不一会儿就忙得满头大汗。

像这样的下乡调研，对刘梦莹来说已是

家常便饭。这片 10 亩地的茶园，已有 200 多

年历史，以前管理粗放。2017 年，31 岁的刘

梦莹从南平市农业农村局来到漳墩镇担任

科技特派员。刚到村里，刘梦莹就围绕古茶

园做文章：拓宽道路、修建围栏，建立起漳墩

小白茶母树基地和种质资源圃，收集保护了

近千份优质野生茶种质资源，并开发出“紫

芽”这一特色优质小白茶新产品。直到现

在，她每个月都要来一趟基地进行观测和

记录。

烧完“第一把火”，刘梦莹又劝说茶农改

进茶园管理、茶叶种植方式。漳墩镇有上千

年的种茶制茶历史。但在当时，受制于种植

技术水平低、市场行情差等因素，许多茶农

放弃采收茶叶。刘梦莹的服务对象—南

平市建阳区漳墩老区畲乡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拥有 2000 亩茶园，茶叶年产量却只有

1000 斤左右。眼瞅着“小白茶不如小白菜”，

合作社理事长李泉弟带头采纳刘梦莹的建

议—改打生物农药、施用有机肥。

手把手地指导、面对面地讲解，刘梦莹

带领合作社茶农，对照绿色食品茶叶生产技

术规程逐项落实绿色生产措施。生物农药

见效慢、施用有机肥要多花五六倍人工，有

的茶农沉不住气质疑，但刘梦莹耐心劝说茶

农按技术规程种植，在选育茶品种、提升茶

品质、打造茶品牌方面持续发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 年，刘梦莹帮助

合作社生产的“南坑小白茶”产品顺利获得

绿色食品认证，成为南平市第一个通过认证

的小白茶产品，并连续两年代表福建省在绿

博会进行展出，还荣获第二十届全国绿博会

金奖产品。

知名度提升之后，合作社茶叶迅速打开

市场。去年，合作社茶叶产量达 5 万斤、产值

1000 多万元。看见合作社茶叶生意越来越

红火，周边茶农茶企也纷纷前来请教。刘梦

莹通过组织培训、现场教学等形式，无私传

授茶叶种植技巧和知识。

以前，茶农担心与茶树争抢水分、

肥料，一见草就锄掉。刘梦莹却

有不同看法：一些匍匐性的

草 ，不 影 响 茶 叶 生 长 ，

既 能 锁 住 水 分 进 而

保墒，还能减轻雨

水冲刷力度、保

持水土。她请

来 省 市 水 保

专家现场踏

勘 ，提 供 技

术 指 导 ，并

在 合 作 社

后门山等 3
块区域进行

水土保持试

验，挑选适合

当地自然条件

的优良草种。

简 单 吃 过 午

饭，刘梦莹又马不停

蹄 来 到 回 龙 乡 回 龙

村 ，南 平 市 建 阳 区 天 云 茶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旺早已

在此等候。戴上草帽，刘梦莹又爬上

了茶山。拨开草丛，刘梦莹直接抓起一把土

查看墒情：“过路黄、积雪草都长得不错，土

壤也比较湿润，说明我们试验思路是对的。”

“前两年大旱，别人家茶园土壤龟裂、茶

树减产，我这里没受影响。”张瑞旺说，灭掉害

草、留下益草，茶园里树蛙、蚯蚓、蜻蜓越来越

多，病虫害显著减少，茶叶品质和产量也明显

提升。“刚开始，只除杂草会费人工；但时间久

了，其实更省人工、效益更明显。”刘梦莹说，

“这些草，好些都是中药材，接下来我们要研

究如何进一步开发利用，发挥经济效益。”

张瑞旺打小跟茶叶打交道，学习种茶技

术已经几十年。这几年，张瑞旺也经常把刘

梦莹请到自家茶园实地指导。虽然超出工

作范围，但刘梦莹依然乐此不疲。“刘老师技

术水平很高，茶农都服气。每次遇到难题，

我们都找她。”张瑞旺说。

6 年来，刘梦莹几乎都是利用周末或者

节假日下乡。从市区到农村，车程一个多

小时，她常常清晨五六点就出发，等忙完到

家已是晚上八九点。跟着刘梦莹穿行在田

间 村 落 ，经 常 有 乡 亲 和 她 热 情 地 打 招 呼 。

“来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我了。”刘梦莹

说，只要能用专业知识帮到老乡，心里就很

踏实。

近 年

来，刘梦

莹 还 为

当地培

养“ 带

不 走

的 ”农

业科技

人 才 队

伍 费 心

尽力。去

年 底 ，在 她

手 把 手 的 指

导带动下，李泉

弟、张瑞旺同时被

评为建阳区乡土科技

特派推广员。

王剑磊：
帮助企业攻克“卡脖子”难题

7月 24日一早，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剑磊就来到位于福州市

闽清县的中建科技有限公司预制构件生产车

间，查看“储热型外墙保温板”项目进展。

这块保温板，是福州市揭榜挂帅重大项

目之一，由王剑磊和服务对象企业联合开展

研发。“在水泥中，我们加入了以陶粒为载体

的相变材料。这种材料，超过 25 摄氏度时会

吸热变成液体，低于 25 摄氏度时放热变成固

体。通过吸热、放热，实现建筑保温节能效

果。”王剑磊说。

王剑磊今年 34 岁，自 2016 年起就担任

福建省级科技特派员。他是高分子材料和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科学领域的青年学者，已

经主持并完成 4 个福建省科技厅及发改委科

研项目和多项企业委托项目。

“科技特派员到企业来，彻底转变了我们

的研发理念。”中建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

管理部负责人周勇说，“他的到来，帮助我们改

进了科研思路，增强了研发的前瞻性。”

位于南平市的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是王剑磊担当省级科技特派员之后服务

的第一家企业。“我们是一家从事玻璃纤维、碳

纤维复合材料制品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

公司副总经理吴蔚介绍，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项

目是“高性能复合材料建筑模板”。

建筑模板是工地施工时常用的模具，以

往多由钢铁制成，非常笨重。2013年，该公司

开发出热塑性复合材料模板，重量仅为钢模

板的 1/4；但因建筑工地上常有电焊火花，存

在引发火灾事故风险。王剑磊对口帮扶该企

业后，帮助开发新材料并加入阻燃成分，实现

了力学和阻燃兼具的材料应用创新。

王剑磊与企业技术团队一起改进了产

品 结 构 ，使 模 板 承 受 力 更 强 ，并 能 快 速 拆

装。他还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帮助企业优

化、调试制作工艺。该产品成

功应用到福州地铁 2 号

线以及雄安新区

等 建 设 项

目 ，并 获

得 2020年度福

建 省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目前已实现新增产值 15.41亿元。

2019 年初，海源科技开始研发新能源汽

车用复合材料电池箱体。据介绍，目前新能

源汽车部件中，最重的就是动力电池。为了

延长续航里程，汽车轻量化是当下不少车企

的研发方向。而电池箱体用复合材料替代

钣金件后，可有效减轻电池箱重量，实现整

车轻量化目的。吴蔚说，环氧树脂是该复合

材料中的基础材料，原来只能从国外采购，

但供应商不仅随意延长供货时间，还要求价

格每年上涨 15%，企业压力巨大。

了解到企业“痛点”后，王剑磊不断调整

材料配方，同时一边试验一边完善工艺流

程，经过一年时间潜心钻研，终于攻克这一

技术难题，实现国产替代。“通过优化参数，

我们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电池

壳体材料新成型工艺，实现将制品单件生产

节拍时间压缩至 8 分钟以内，从而满足高性

能纤维复合材料大批量、低成本的制造需

求。”王剑磊说。

“他的理论、技术支持，让我们不走冤枉

路，避免无效试验，加速研发进程。”吴蔚说，

相比专门科研机构，企业没有那么多高学历

的研发人员，科技特派员介入后，将专家学

者、高校人才、企业实践相结合，加速科研成

果转化落地。目前，国外同

类产品价格已从每千

克 78 元 降 至 42
元。去年，海源

科 技 为 国 内

某 知 名 动

力 电 池 企

业供货 85
万 件 ，电

池 箱 体

产 品 产

值 达 4.2
亿元。

近 年

来 ，王 剑

磊 已 经 撰 写

发 表 21 篇 SCI
学 术 论 文 ，以 第

一 发 明 人 申 请 国 家

发明专利 30 项并成功转

化多项。“从具体的帮扶项目中，发现

企业需求，进而凝结成科学问题进行研究；

有了理论基础，反过来能更进一步帮助企业

解决技术难题。”王剑磊表示，与企业技术人

员一起探讨，才能找到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现

实生产力更有效的办法，“企业车间，就是最

好的实验室；最好的学习手段，就是深入生

产一线。”

裴锦泽：
为投身乡村振兴的创业者服务

盛夏时节，福州市闽清县梅溪镇樟洋村

莲花怒放、溪水淙淙；田野上，芋头、橄榄等

特色作物正拔节生长、丰收在望。

7 月 24 日，刚送走一批外地研学学生，

福建省引凤扶贫服务中心理事长裴锦泽马

上召集同事开会，研究樟洋村下一步发展策

略。修复百年古厝做成民宿、开发脐橙采摘

等农旅项目、种植可食用玫瑰花、设计制作

橄榄文创产品……自 2021 年担任闽清县科

技特派员以来，裴锦泽绞尽脑汁为当地推进

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我的定位，就是为投身乡村振兴的创

业者服务。”裴锦泽说。今年 32 岁的裴锦泽，

出生在泉州市德化县农村。怀揣对“三农”

事业的深厚感情，他上大学时报考了福建农

林大学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在校期间，裴锦

泽和同学一起服务农村留守儿童，为农户开

展技术服务、解决农产品营销问题。大学毕

业后，他继续从事“三农”相关行业，为农村

发展挥洒汗水。

2019 年，裴锦泽受聘成为省级科技特派

员，帮扶泉州市永春县永发沉香合作社。

“这家合作社主要种植沉香树等

经济苗木，规模比较小。”裴

锦 泽 说 ，经 过 实 地 调

研，他请来海南专

家帮助缩短苗

木 生 长 周

期 ，同 时

招 募 人

才 加

入运

营 ，开

发 手 链

等 多 种 沉

香 产 品 。 目

前 ，该 合 作 社

年 销 售 额 从 原 先

的 500 多 万 元 增 加 到

2000 万元左右。

同年，福建省青榄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世忠也找到了裴锦泽。经过市

场调研，裴锦泽劝说陈世忠进行橄榄多品类

开发。“原有的橄榄露，口感太甜，不适合现

代低糖低脂的消费需求。”裴锦泽说，他带领

团队帮助企业制定了橄榄醋、橄榄茶等多样

化产品方案。同时，他还联合高校艺术专业

学生一起打造橄榄明信片、日历等周边文创

产品。

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陈世忠的生意

越做越大。“2018 年，公司销售额不到 20 万

元；去年已达 1000 多万元，今年上半年已经

超过 600 万元。”现在，该公司的市场已经不

再局限于闽清县内，逐步向福州、莆田拓展。

“没有科技特派员的帮扶，我的公司不可能发

展起来。”陈世忠激动地说，裴锦泽从来都是

不计回报地帮忙，让企业得以快速发展。

帮助一家，带动一片。如今，陈世忠每

年收购橄榄 1500 多吨，让周边 100 多户群众

不再为销路发愁。不久前，在裴锦泽的建议

下，陈世忠决心扩建新厂房。到今年底，橄

榄制品产能将扩大至日产 10 万箱，带动更多

群众就业。

长期在农村调研，裴锦泽发现，创办在

农村的各类经营主体，在领会政策、项目申

报 方 面 存 在 人 才 匮 乏 等“ 先 天 不 足 ”。 对

此，他和团队制定形成一套专门的申报

模板，大大提高了企业申报效率、降

低了申报成本。

农 村 不 缺 好 产 品 ，缺

的是能把好产品卖出去的

人 才 。 裴 锦 泽 说 ，只 有

让更多人才回到农村，

才 能 加 速 乡 村 振 兴 进

程 。 担 任 科 技 特 派 员

以 来 ，他 不 断 鼓 励 高

校的年轻创业学子到

农村发展。

眼 下 ，5 名 大 学 生

正在福建省引凤扶贫服

务中心实习。他们当中，

有的正在帮助企业设计包

装图案，有的为农产品编写

推广文案，在帮助农户的具体

实践中，既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创业

项目，也发现自身存在的能力短板。

裴锦泽说，他正在进一步梳理乡村振兴

就业创业机会，努力摸索一条让更多年轻人

投身乡村振兴领域的新路径。“接下来，我们

将举办‘未来乡村创业创新家’比赛，引导青

年人才为农村发展赋能，不断增强乡村振兴

原动力。”裴锦泽说。

图图①①：：泉州市惠安县田野景色泉州市惠安县田野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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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②：：刘梦莹在南平市建阳区回龙乡回刘梦莹在南平市建阳区回龙乡回

龙村茶山上查看茶叶长势龙村茶山上查看茶叶长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付付 文文摄摄

图图③③：：裴锦泽在闽清县樟洋村调研裴锦泽在闽清县樟洋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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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④④：：王剑磊在服务对象企业车间测量王剑磊在服务对象企业车间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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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丹峰张丹峰

科
技
特
派
员
制
度
实
施
二
十
多
年
来
，福
建
省
累
计
选
派
七
万
多
人
次
开
展
服
务

—

把
论
文
写
在
田
野
大
地
上

本
报
记
者

付

文

77 新青年新青年2023年 8月 6日 星期日

■青春之声R

■青春日记R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

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青年人要重

视调查研究，在学好书本知识、掌握专

业技能的同时，还要掌握调查研究的

本领，及时填知识空白、补素质短板、

强能力弱项。

如何做好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改进调研方式，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提高调研成果质量，切实

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

作的实际举措”。青年人做调查研究

既符合普遍性的规律，也有自己的特

点；既有容易忽略的短板，也有自己的

强项。应当进一步补弱项、缩差距、提

质量，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将调查研

究落到实处。

做 好 调 查 研 究 ，要 坚 持 问 题 导

向，增强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勇

于解决问题。由于经验不足，青年人

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

惑。除了向书本寻求知识、向前辈寻

求答案，还可以自己动手，开展有针

对性的调查研究。近期，人民日报社

40 名青年采编人员赴河北省滦平县、

河 南 省 虞 城 县 驻 村 蹲 点 调 研 半 月 。

怎样全面推进“五个振兴”？产业振

兴这个“重中之重”如何突破？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底线任务”咋

兜牢？带着这些问题，青年采编人员

对乡村振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调研

归来都纷纷表示收获良多。面对问

题迎难而上，根据实际情况展开调查

研究，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做好调查研究，要实地调查、深

入研究，有机会就要多走出图书室、

教 研 室 、办 公 室 ，走 向 田 间 地 头 、企

业车间、城市社区，倾听人民群众的

声音。黄文秀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

乐 业 县 百 坭 村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之 初 ，

走访当时的全村 195 户贫困户，绘制

“ 民 情 地 图 ”；甘 肃 省 华 池 县 原 挂 职

副 县 长 邱 军 ，在 初 到 华 池 的 一 个 多

月 走 遍 了 全 县 15 个 乡 镇 、75 个 行 政

村，不仅理清了思路，还学会了当地方言；航天团队中的年轻

人为了实现每一次飞行器试验的成功，即使试验结果只存在

1 毫秒的偏差，也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调查研究要严谨，

要科学，更要实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多

多借助基层的力量，可以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书本上的知识，

形成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

做好调查研究，要掌握好方法，制定切实的调查方案，让调研

取得扎实的成效。当下的年轻人，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是

伴随着网络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此，除了掌握传统的调查

研究方法外，还应利用好网络渠道，做好新条件新形势下的网络

交流互动，利用网上问卷、视频连线、大数据分析等新方法进行沟

通传播和分析总结，把线上和线下调研有机结合起来，提高调研

效率，更深刻、充分、有效地反映问题和群众意愿。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大兴务实之

风”。青年人更要俯下身子、扎根一线，扎扎实实地做调查，勤勤

恳恳地搞研究，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

方和单位调研，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在调

查研究中不断提高工作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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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吉林长春的气温飙升到接近 40 摄氏度，随之而来

的是城市用电量陡增。酷暑之时，我和我的同事们每天穿着密

不透风的绝缘服进行配网带电作业，日升而出、戴月而归，履职

尽责，坚守岗位保供电。

高空是我们的舞台。我所在的部门负责带电作业及应急

保电两项工作，作为技术骨干，两项工作必须兼顾。顶着炎炎

烈日，穿着绝缘服在高空进行带电作业是常态；冒着严寒风

雪，和同事长时间挤在应急电源车里也是常事。故障检修、抢

险救灾、节庆保障……在每一次急难险重的保电现场，我和同

事们总是冲在第一线，第一时间尽最大努力解决问题，努力保

障用电无忧。

与常规检修作业方式相比，带电作业在作业过程中不会影

响用户供电。但对带电作业人员来说，长时间在狭小斗臂车内

工作，身边还有高压电流发出的“嘶嘶”声，既是体力和技术的考

验，又是对心理和勇气的挑战。每次脱下厚重的绝缘服，浑身早

已被汗水浸透。在进行带电作业时，大家的手上必须佩戴 3 层

厚厚的手套，操作起来并不灵便，特别是还需要进行拧螺丝等精

细操作，大家常调侃，操作的时候一定得找到“感觉”。为了保持

“感觉”，我平时也常戴着手套模拟练习。常年的室外作业晒黑

了脸颊，一双手却捂得白净。

近年来，电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巡线无人机、智能机器人

等越来越多的新设备改善了保供电作业条件，我也深刻感受到

唯有创新能争先的道理。为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我想

方设法创新应用各种科技手段，与班组成员一道查阅大量资料，

优化保供电作业流程。前段时间，针对应急电源车体积庞大无

法开进狭小胡同的现实问题，我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试验，对常规

的静态转换开关设备进行了优化，研制出了“STS 应急保电加速

器方舱”，该设备以轻快便利的优势有效弥补了传统应急电源车

的不足，目前已经投入日常作业使用之中。

参加工作 13 年来，我参与了超过 3000 次带电作业及 2100
余次应急保电作业，我所在班组仅 2022 年就完成带电作业近

700 次，长春的大街小巷遍布我们浸满汗水的足迹。虽然辛苦，

但每当因工作晚归时，看到城市灯火通明的美丽夜景，我的内心

就非常欣慰，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者为国家电网长春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应急电源技

术员，本报记者郑智文采访整理）

履职尽责守护万家灯火
张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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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派青春派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