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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工和

九项环保专利
罗红星 王秀虎

刚过完春节，河南省邓州市农民曹明军便被
乡亲们请了过去，他把一包颗粒状固体加入到刚
粉碎的秸秆内，秸秆立刻成为牲畜可口的美餐。
“神了！小小颗粒把废物秸秆变成牲畜饲料。”围
观的农民赞不绝口。

这小小的颗粒，可是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的。去
年

!!

月
"#

日，曹明军申报的生物饲料颗粒通过了
国家专利局认定并拿到了寄来的专利证书，这是他
获得的第九项专利了。

现年
$%

岁的曹明军，是河南省邓州市彭桥镇
人，自幼因家贫不得不中断学业。在家乡务农期间，
曹明军看到农村中的许多有营养价值的秸秆被白白
烧掉或沤烂，污染环境，而农民们发展养殖却出高价
购买饲料，成本很高。“如果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既
能解决污染，又能为农民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曹明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发展生物颗粒饲料，通
过微生物分解可以将秸秆转化为不含激素的生物饲
料。于是，他利用在外打工期间，刻苦钻研生物饲料
技术。

经过
&

个寒暑，他终于研制出了多功能生物
颗粒饲料，并获得国家专利。这种饲料运用现代生
物技术，对秸秆进行处理，分解糖类、脂类和乳酸，
经过科学配方使作物秸秆成为畜禽喜食的酸、香、
甜、咸、酥的饲料。

为了取得更详实的数据，曹明军进行试验，将
一吨秸秆加工成不含激素的生物饲料，成本仅仅
"!#

—
"'#

元，而购买同类饲料却需
&##

—
!###

元。
低廉成本、环保优势的生物饲料让农民们喜笑

颜开，邓州市桑庄乡农民张二强办了养鸡厂，用曹明
军的生物饲料养鸡，鸡发病率低，而且养殖成本比以
前降低了

"#(

。“生物饲料为咱养殖户解决了大难题
啊！不但饲料成本低，而且饲养的牲畜肉质好，不含
激素，卖价高！”张二强感叹地说。邓州、淅川等

!##

多家养殖户竞相使用这种饲料，每年节约成本
&##

多万元，每年带来经济效益达
!###

多万元，现在这
里的秸秆成了“宝贝”，农村中的乱烧、乱沤秸秆污染
环境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生物饲料专利的获得，让曹明军信心大增，凭
着吃苦与勤奋，多功能复合霉菌生物有机肥、秸
秆微贮机等

&

个发明，也先后获得了国家专利。
由于他的专利都与农村中的“废物利用、环保经
济”有关，曹明军被农民们亲切地称为“环保发明
家”。

“只要政策好，农民就多种粮！”

王老汉的心里话
张志峰 朱科德

$

月
$!

日上午，
春雨淅沥。湖北襄樊
市襄阳区古驿镇外
沟村年过半百的王
金宝正在麦地里除
草。
“老伯，下雨天

还下地干活？”
“现在国家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

价格，这田更有种头，农民打心眼里
高兴。我已经干了

$

天了，一点都不
累！”王老汉笑笑说。

襄阳是粮食生产大县，小麦是当
家品种。王金宝的儿子儿媳都外出打
工了，老两口在家侍弄

$"

亩地。近些
年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

购价，让王老汉和乡亲们吃了“定心
丸”。去年秋播，他家种了

$#

亩小麦，
比上一年增加

$

亩。
近日，国家宣布再次提高粮食最

低收购价。“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今年每亩小麦多‘吃’的碳铵、复
合肥、尿素一共有

'#

多斤，看来这
些不会白投入。”得知小麦提价的消

息以来，王老汉往地里跑得更勤了，
清沟、施肥、打药、除草……早出晚
归，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看现在的
长势，只要不遭灾，预计每亩产量
&##

多斤，可以增产
!##

多斤。每亩
白小麦可以多卖

&#

多元。”说到这
里老王喜上眉梢，“粮价提了，补贴
多了，只要政策好，明年再多种一

些。”
不过，王老汉

他们也有揪心事：
跟去年相比，今年
每袋

!##

斤碳 铵
从

"'

元 涨 到 了
$#

多元，复合肥
从

!"'

元涨到
!&#

元，尿素从
&'

元涨到
%#

多元。再
这么涨下去，好政策像坐跷跷板，
种粮不划算，农民就不敢多种粮
食。

另外，还有很多人不懂农业科
技，什么时候该怎么施肥、打药等，光
靠老办法不行，盼望科技人员多宣
传。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在安徽省滁州市，农村

男子赶起耕牛忙春耕，心灵手巧的妇女们拣起了

传统的针线活，处处呈现出男耕女“织”的繁忙景

象。

上图：定远县界牌集镇一位农民正在耕作农

田。

右图：一位农家妇女在自家门前展示手工制

作的拖鞋。 王家国摄

男耕女“织”
春来忙

不是农民不期盼科技，关键是怎样让农民用上科技；不怪农民怨科技离

得太远，关键是基层政府怎样设法拉近这个距离。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霍

童镇，记者看到———

这里的农民爱科技
本报记者 赵 鹏

$

月
!&

日，春雨潇潇。霍童镇里依
然是人山人海，来自周围四村八寨的乡
亲们，来不及洗去手上的污泥、放下高卷
的裤腿，呼啦啦挤入人群里，寻找着他们
的“老朋友”：“林教授我找您半天了，上
次您给我推荐的那个新品种还真不错，
这次您再给介绍几种吧。”“张老师，我按
照您说的办法换过土了，可是怎么还是
不见好呢？”……

从
"###

年开始，霍童镇每年这时候
都举办为期

'

天的农业“五新”科技推介
会，到今年已是整整

&

届了，这一次更是
跃升为由福建省发改委、省农科院、省农
林大等七八个单位共同参与主办的“省
级活动”。“不早点来，根本就挤不进去，
我还一肚子问题想请专家们指点呢！”
“要是一年中多举办几次就更好了。”

这里的农民为何如此爱科技呢？

交出“指挥权”

专心建“平台”

霍童地处闽东蕉城区西北山区，下
辖

")

个行政村，人口
$

万多，一直是个
传统的农业大镇。直至

"###

年前，当地
的农业生产还都是政府“包办”：你让我
种啥，我就种啥；你让咱怎么种，咱就怎
么种。结果总是头年还不够销，第二年转
瞬变成卖难。“搞到最后，镇里干部们谁
都不敢说要种什么、发展什么。谁担得起
这责任呢？”霍童镇党委书记杨良辉向记
者回忆道。

“可总得有个主见吧？那咱请专家
来，听听专家的。”被逼得没招儿后，杨良
辉的一句话提醒了大伙。

"###

年
$

月，带
着试试看的想法，霍童镇办起了第一届
农业“五新”（ 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
新肥料、新机具）科技推介会。同样怀着
试试看的心情前来的省里专家，一到会
场就惊呆了：早已闻知此事的当地及周

边群众挤满了会场各处摊位，有的拿着
本本、有的拿着录音机，有的干脆掏出了
现金。不到一个上午，所有的资料全发光
了，所有带来的新品种也被买光了。邑板
村的林立伦一口气买走了

!#

多个蘑菇、
茶叶新品种，其中有的还是专家们才从
试验室里刚培育出来的。“以前一直闭着
眼跟着别人瞎干，现在专家来了，就听他
们的了！”

这一年，霍童镇一下子就发展起雷
竹、美国黑李、红贵族葡萄等十几个农业
新品种，就连本已几乎绝迹的传统项
目———茶叶产业也再显生机。看到这场
面，那年才

$#

岁出头的杨良辉与镇里干
部们共同合计后，心里又有了一个更大
胆的计划：把生产的“决策权”、“指挥权”
干脆统统交给专家，咱们镇级政府就一
心一意为农民与专家搭建长期合作的平
台。

这个计划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实
施起来还真不容易。第一个问题就是资
金怎么解决。一咬牙，镇里把多年积攒下

来的
!#

多万购车款全部投入每年的推
介会筹备中。一年推一年，霍童镇成了蕉
城区唯一没有购买小车的乡镇。不光如
此，为了鼓励扶持群众积极实施“五新”，
镇财政每年投入农业的费用，都占到
!$(

以上；为了每年能邀请到更多有实力
的专家，霍童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
个干部每年都要想尽办法到市里、省里
和各种各样的农业专家交朋友。“能把人
请来的，报销所有差旅费；请不到本人
的，也至少要带回几个徒弟、几个新品
种，反正是不能空手！”这份“狠”劲，着实
感动了各地专家。蕉城区隔壁的福安市
科协农艺师王玉华告诉记者：“这几年几
乎每届我都来，看着自己的成果能得到
群众如此认可，心里那种成就感别提多
大了。”

交出“指挥权”，专心建平台，这“平
台”一建就是

&

年。如今霍童镇形成了镇
有农广校分校、村有科技带头人、户有科
技示范大户整套体系。该镇还被评为为
数不多的、全省首批农科教示范镇。

让科技“可近可亲”

让服务“贴身贴心”

虽然有了长效平台，可并非万事大
吉。科技种田的道理农民也懂，可真接触
起来，总让群众觉得又神秘又高高在上，
而且还有未知的风险。就算是在霍童镇，
这样的现象也不少见。怎么办呢？

杨良辉他们又动起了脑筋。第一
招：党员干部带头。茶叶是霍童镇传统
种植项目，不过此前都种绿茶。随着市
场变化，茶叶中乌龙铁观音系列日渐走
俏。

"##'

年的推介会专家们向霍童镇
推荐了他们最新研制出的“金观音”
茶，可一听说种起来挺复杂、管理要求
还挺高，当地群众心里打了鼓，没人敢
尝试。在镇里的动员下，坑头村村主任
谢郑生挑起了这份重任。“镇里启动了
专项扶持基金，算是入股合作。失败
了，两边共担；成功了，双方共享。”当
年老谢发动几名群众一同在村里试种

了
*$

亩，结果收成时大获成功，仅茶青
一斤就卖到了

)#

元，而且就凭着这新
品种名号，还一下子招引来

!*

家茶叶
加工企业要来此办厂。经过精挑细选，
他们请了其中一家最有实力的茶叶公
司，并专门申请注册了“第一洞天霍山
茶‘金观音’”的品牌，结果在年底的全
省茶叶博览会上，该茶一举卖出了每斤
"###

元的高价！如今坑头村种植规模
一下子扩大到

+##

亩，周边邻村也开始
跃跃欲试。

前有干部示范开路，后有扶持基金
托底，科技离农民近了。可还不够，第二
招：组建科技信息员，发放贷款信用证。
每年的推介会只有

'

天时间，推介以后
更多的时间里假如农民碰到难题怎么
办？为此，霍童镇在

")

个行政村村村设
立了科技信息员，及时了解反馈当地农
民推广“五新”的情况。

"##)

年
*

月，八斗
村农民钟胜平和其他农民种植的脐橙新
品种只开花却不结果，当地信息员知道后
立即上报镇里，镇里随即请来专家现场指
导，仅仅过了两周，问题就解决了。“刚开
始时，我们还不好意思说，怕人笑话。以后
再搞新品种时咱可就没后顾之忧了。”而
今，脐橙使八斗村群众的年均收入从当初
的

!###

元提高到
$###

多元，去年全村仅
此一项收入

")

万元。
在此基础上，蕉城区整合区镇两级

!#

多个涉农部门的资源，成立了“农村社
会服务联动中心”，抽调了

!'

名工作人
员，并聘请当地

!#

多名农业专家组成服
务团，坚持常年服务。霍童镇经过争取，
还对全镇所有接受“五新”的农户，发放
信用证，凭此即可无条件获得最高

"

万
元的信用贷款。

据统计，
&

年来，霍童镇通过推介会
这个平台，累计推出新品种

!###

多种，
")

个行政村中有
!%

个建立了各类农业科技
示范片，培育了

"&#

多户科技示范户。

!""!

年
"

月
#

日 星期日!

新 农 村

山东省沾化县农村妇女时路

梅采用自然养猪法，一年出栏毛

猪
&##

余头，实现了污染零排放、

生产低成本、猪肉好品质———

猪舍里的

健康革命
李晓光 李向中

阳春时节，杨柳飘絮，生机盎然。
$

月
!"

日，我们走进山东省沾化县大高镇流钟村村
民时路梅的养猪大棚，只见有的猪不断地拱
“食”，有的躺在“床”上舒服地打着呼噜，闻不
到一丝传统养猪场的臊臭味儿。原来她养殖
的

"##

余头猪生活在一种生物发酵床上。
“棚温适度，猪长得挺快；猪不断地拱菌，

懒猪变‘勤猪’，提升了猪肉品质；这种菌还及
时转化猪的粪便，净化了猪的生长环境。”看到
有客人来，正在猪棚里撒干料的时路梅边说边
放下手里的簸箕，“俺自去年以来，采用自然养
猪法出栏猪

&##

余头，赚了
)#

余万元。”
时路梅说的自然养猪法又叫生态环保养

猪技术。就是在猪棚内砌制
&#

厘米深的水泥
池，将菌种按一定比例掺拌木屑、谷壳、稻糠
等，调好湿度发酵后作为猪舍的垫料，把猪崽
放入就可以养殖了。

)#

岁的时路梅曾经圈养过猪，一年出栏
七八头，挣钱不多不说，为了养猪的臊臭味，
邻居没少和她拌嘴，一家养猪四邻不和。去
年，看到猪市行情见好，她又有了养猪的想
法，在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上学习到了
自然养猪法，于是坚定了养猪的念头。在县畜
牧站的帮助下建起了养猪大棚。

说起自然养猪法的好处，时路梅有一本
增收节支环保账：省水，仅猪饮用、垫料表面
湿度保持、滴水降温需要用水；省料，猪拱食
菌体蛋白，改善肠道环境，提高饲料转化率，
可节省精饲料

!#(

—
!'(

；省工，仅喂料、翻扒
垫料、清扫饲喂台、调整湿度用工，无需清粪、
冲圈。一个人就可以饲养

'##

—
!###

头肥猪，
!##

—
"##

头母猪；省电省煤，发酵床产生热
量，猪棚冬季无需耗煤用电加温；省地，猪粪
便可以依靠垫料自然降解，

$

年后垫料清除
后还可以作为优质有机肥，无需建沼气池、污
水池和粪便处理场……

除此之外，采用自然养猪法还能提高猪肉
品质。在养殖大棚里，猪恢复了拱食和沙浴的
生物习性，采食菌体蛋白，抗病力增强，发病率
减少，用药减少，解决了猪肉的药物残留问题。
“我们就是坚持循环农业的理念，把农村

的废弃物充分利用起来，转化为生物质能，推
进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协调发
展。”沾化县县长贾善银说。锯末、稻壳、花生
壳、玉米秸秆等废弃物都可作为垫料原料加
以使用。养猪场内外无臭味，氨气含量显著降
低，猪的粪尿在养殖过程中提前消化，实现了
粪污的零排放。不需要专门清理猪棚里的粪
便，没有冲圈污水，也不会对环境及地下水源
造成污染。

说起自然养猪法的经济效益，时路梅算
了一笔账：每头生猪节约用料、用水、用电、用
煤约

'#

元，节约兽药、疫苗费用大约
!#

元，
节约劳动力成本大约

"#

元，增加销售收入大
约

)#

元，增收节支可达
!!#

元。去年至今，她
养殖的猪出栏

&##

余头，比传统养殖法缩短
了

!#

天时间，少用饲料
)

万多斤，光料钱省
下

'

万多元。
今年，沾化县大力推广自然养猪法，成立

了自然养猪法技术服务中心，养猪户自发成
立了养猪协会，建成自然养猪法规模化养猪
场

'$

家。做到了统一规划（猪舍建设）、统一
良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等“五个
统一”，实现养殖规模化、品种优良化、饲料绿
色化、利润稳定化。

寿 光

菜博会展示名优稀特品种
本报电 （韩迎祥、陈建军）由农业部、商

务部、科技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主办的
第九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将
于

)

月
"#

日—
'

月
"#

日在山东寿光举行。
以“现代、科技、希望”为主题的本届寿

光菜博会，主展区面积达
$'

万平方米，将集
中展示现代科技支撑下的蔬菜栽培前沿技
术、当今国内外蔬菜新品种以及名优稀特品
种，其中在果树展厅展示的稀有珍品就有
!$#

多种。

上 饶

灾后补植造林忙
本报电 （郑孟仙）“人从脚下暖，植物

也一样，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苗木再‘受
冻挨饿’！”日前，在江西省上饶县董团乡江西
远泉实业集团，市里的林业专家正在这个全
省最大的苗木基地指导农业工人施肥、剪枝、
补种、抢苗。

今年
!

月中旬以来，
'#

年未遇的持续雨
雪冰冻天气给上饶林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

全
市林业受灾面积高达

'#$-*)

万亩。该市林业
部门迅速启动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截至
目前，全市已完成全年造林面积的一半以
上。

一个农民工和

九项环保专利
罗红星 王秀虎

刚过完春节，河南省邓州市农民曹明军便被
乡亲们请了过去，他把一包颗粒状固体加入到刚
粉碎的秸秆内，秸秆立刻成为牲畜可口的美餐。
“神了！小小颗粒把废物秸秆变成牲畜饲料。”围
观的农民赞不绝口。

这小小的颗粒，可是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的。去
年

!!

月
"#

日，曹明军申报的生物饲料颗粒通过了
国家专利局认定并拿到了寄来的专利证书，这是他
获得的第九项专利了。

现年
$%

岁的曹明军，是河南省邓州市彭桥镇
人，自幼因家贫不得不中断学业。在家乡务农期间，
曹明军看到农村中的许多有营养价值的秸秆被白白
烧掉或沤烂，污染环境，而农民们发展养殖却出高价
购买饲料，成本很高。“如果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既
能解决污染，又能为农民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曹明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发展生物颗粒饲料，通
过微生物分解可以将秸秆转化为不含激素的生物饲
料。于是，他利用在外打工期间，刻苦钻研生物饲料
技术。

经过
&

个寒暑，他终于研制出了多功能生物
颗粒饲料，并获得国家专利。这种饲料运用现代生
物技术，对秸秆进行处理，分解糖类、脂类和乳酸，
经过科学配方使作物秸秆成为畜禽喜食的酸、香、
甜、咸、酥的饲料。

为了取得更详实的数据，曹明军进行试验，将
一吨秸秆加工成不含激素的生物饲料，成本仅仅
"!#

—
"'#

元，而购买同类饲料却需
&##

—
!###

元。
低廉成本、环保优势的生物饲料让农民们喜笑

颜开，邓州市桑庄乡农民张二强办了养鸡厂，用曹明
军的生物饲料养鸡，鸡发病率低，而且养殖成本比以
前降低了

"#(

。“生物饲料为咱养殖户解决了大难题
啊！不但饲料成本低，而且饲养的牲畜肉质好，不含
激素，卖价高！”张二强感叹地说。邓州、淅川等

!##

多家养殖户竞相使用这种饲料，每年节约成本
&##

多万元，每年带来经济效益达
!###

多万元，现在这
里的秸秆成了“宝贝”，农村中的乱烧、乱沤秸秆污染
环境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生物饲料专利的获得，让曹明军信心大增，凭
着吃苦与勤奋，多功能复合霉菌生物有机肥、秸
秆微贮机等

&

个发明，也先后获得了国家专利。
由于他的专利都与农村中的“废物利用、环保经
济”有关，曹明军被农民们亲切地称为“环保发明
家”。

“只要政策好，农民就多种粮！”

王老汉的心里话
张志峰 朱科德

$

月
$!

日上午，
春雨淅沥。湖北襄樊
市襄阳区古驿镇外
沟村年过半百的王
金宝正在麦地里除
草。
“老伯，下雨天

还下地干活？”
“现在国家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

价格，这田更有种头，农民打心眼里
高兴。我已经干了

$

天了，一点都不
累！”王老汉笑笑说。

襄阳是粮食生产大县，小麦是当
家品种。王金宝的儿子儿媳都外出打
工了，老两口在家侍弄

$"

亩地。近些
年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

购价，让王老汉和乡亲们吃了“定心
丸”。去年秋播，他家种了

$#

亩小麦，
比上一年增加

$

亩。
近日，国家宣布再次提高粮食最

低收购价。“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今年每亩小麦多‘吃’的碳铵、复
合肥、尿素一共有

'#

多斤，看来这
些不会白投入。”得知小麦提价的消

息以来，王老汉往地里跑得更勤了，
清沟、施肥、打药、除草……早出晚
归，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看现在的
长势，只要不遭灾，预计每亩产量
&##

多斤，可以增产
!##

多斤。每亩
白小麦可以多卖

&#

多元。”说到这
里老王喜上眉梢，“粮价提了，补贴
多了，只要政策好，明年再多种一

些。”
不过，王老汉

他们也有揪心事：
跟去年相比，今年
每袋

!##

斤碳 铵
从

"'

元 涨 到 了
$#

多元，复合肥
从

!"'

元涨到
!&#

元，尿素从
&'

元涨到
%#

多元。再
这么涨下去，好政策像坐跷跷板，
种粮不划算，农民就不敢多种粮
食。

另外，还有很多人不懂农业科
技，什么时候该怎么施肥、打药等，光
靠老办法不行，盼望科技人员多宣
传。

不是农民不期盼科技，关键是怎样让农民用上科技；不怪农民怨科技离

得太远，关键是基层政府怎样设法拉近这个距离。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霍

童镇，记者看到———

这里的农民爱科技
本报记者 赵 鹏

$

月
!&

日，春雨潇潇。霍童镇里依
然是人山人海，来自周围四村八寨的乡
亲们，来不及洗去手上的污泥、放下高卷
的裤腿，呼啦啦挤入人群里，寻找着他们
的“老朋友”：“林教授我找您半天了，上
次您给我推荐的那个新品种还真不错，
这次您再给介绍几种吧。”“张老师，我按
照您说的办法换过土了，可是怎么还是
不见好呢？”……

从
"###

年开始，霍童镇每年这时候
都举办为期

'

天的农业“五新”科技推介
会，到今年已是整整

&

届了，这一次更是
跃升为由福建省发改委、省农科院、省农
林大等七八个单位共同参与主办的“省
级活动”。“不早点来，根本就挤不进去，
我还一肚子问题想请专家们指点呢！”
“要是一年中多举办几次就更好了。”

这里的农民为何如此爱科技呢？

交出“指挥权”

专心建“平台”

霍童地处闽东蕉城区西北山区，下
辖

")

个行政村，人口
$

万多，一直是个
传统的农业大镇。直至

"###

年前，当地
的农业生产还都是政府“包办”：你让我
种啥，我就种啥；你让咱怎么种，咱就怎
么种。结果总是头年还不够销，第二年转
瞬变成卖难。“搞到最后，镇里干部们谁
都不敢说要种什么、发展什么。谁担得起
这责任呢？”霍童镇党委书记杨良辉向记
者回忆道。

“可总得有个主见吧？那咱请专家
来，听听专家的。”被逼得没招儿后，杨良
辉的一句话提醒了大伙。

"###

年
$

月，带
着试试看的想法，霍童镇办起了第一届
农业“五新”（ 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
新肥料、新机具）科技推介会。同样怀着
试试看的心情前来的省里专家，一到会
场就惊呆了：早已闻知此事的当地及周

边群众挤满了会场各处摊位，有的拿着
本本、有的拿着录音机，有的干脆掏出了
现金。不到一个上午，所有的资料全发光
了，所有带来的新品种也被买光了。邑板
村的林立伦一口气买走了

!#

多个蘑菇、
茶叶新品种，其中有的还是专家们才从
试验室里刚培育出来的。“以前一直闭着
眼跟着别人瞎干，现在专家来了，就听他
们的了！”

这一年，霍童镇一下子就发展起雷
竹、美国黑李、红贵族葡萄等十几个农业
新品种，就连本已几乎绝迹的传统项
目———茶叶产业也再显生机。看到这场
面，那年才

$#

岁出头的杨良辉与镇里干
部们共同合计后，心里又有了一个更大
胆的计划：把生产的“决策权”、“指挥权”
干脆统统交给专家，咱们镇级政府就一
心一意为农民与专家搭建长期合作的平
台。

这个计划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实
施起来还真不容易。第一个问题就是资
金怎么解决。一咬牙，镇里把多年积攒下

来的
!#

多万购车款全部投入每年的推
介会筹备中。一年推一年，霍童镇成了蕉
城区唯一没有购买小车的乡镇。不光如
此，为了鼓励扶持群众积极实施“五新”，
镇财政每年投入农业的费用，都占到
!$(

以上；为了每年能邀请到更多有实力
的专家，霍童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
个干部每年都要想尽办法到市里、省里
和各种各样的农业专家交朋友。“能把人
请来的，报销所有差旅费；请不到本人
的，也至少要带回几个徒弟、几个新品
种，反正是不能空手！”这份“狠”劲，着实
感动了各地专家。蕉城区隔壁的福安市
科协农艺师王玉华告诉记者：“这几年几
乎每届我都来，看着自己的成果能得到
群众如此认可，心里那种成就感别提多
大了。”

交出“指挥权”，专心建平台，这“平
台”一建就是

&

年。如今霍童镇形成了镇
有农广校分校、村有科技带头人、户有科
技示范大户整套体系。该镇还被评为为
数不多的、全省首批农科教示范镇。

让科技“可近可亲”

让服务“贴身贴心”

虽然有了长效平台，可并非万事大
吉。科技种田的道理农民也懂，可真接触
起来，总让群众觉得又神秘又高高在上，
而且还有未知的风险。就算是在霍童镇，
这样的现象也不少见。怎么办呢？

杨良辉他们又动起了脑筋。第一
招：党员干部带头。茶叶是霍童镇传统
种植项目，不过此前都种绿茶。随着市
场变化，茶叶中乌龙铁观音系列日渐走
俏。

"##'

年的推介会专家们向霍童镇
推荐了他们最新研制出的“金观音”
茶，可一听说种起来挺复杂、管理要求
还挺高，当地群众心里打了鼓，没人敢
尝试。在镇里的动员下，坑头村村主任
谢郑生挑起了这份重任。“镇里启动了
专项扶持基金，算是入股合作。失败
了，两边共担；成功了，双方共享。”当
年老谢发动几名群众一同在村里试种

了
*$

亩，结果收成时大获成功，仅茶青
一斤就卖到了

)#

元，而且就凭着这新
品种名号，还一下子招引来

!*

家茶叶
加工企业要来此办厂。经过精挑细选，
他们请了其中一家最有实力的茶叶公
司，并专门申请注册了“第一洞天霍山
茶‘金观音’”的品牌，结果在年底的全
省茶叶博览会上，该茶一举卖出了每斤
"###

元的高价！如今坑头村种植规模
一下子扩大到

+##

亩，周边邻村也开始
跃跃欲试。

前有干部示范开路，后有扶持基金
托底，科技离农民近了。可还不够，第二
招：组建科技信息员，发放贷款信用证。
每年的推介会只有

'

天时间，推介以后
更多的时间里假如农民碰到难题怎么
办？为此，霍童镇在

")

个行政村村村设
立了科技信息员，及时了解反馈当地农
民推广“五新”的情况。

"##)

年
*

月，八斗
村农民钟胜平和其他农民种植的脐橙新
品种只开花却不结果，当地信息员知道后
立即上报镇里，镇里随即请来专家现场指
导，仅仅过了两周，问题就解决了。“刚开
始时，我们还不好意思说，怕人笑话。以后
再搞新品种时咱可就没后顾之忧了。”而
今，脐橙使八斗村群众的年均收入从当初
的

!###

元提高到
$###

多元，去年全村仅
此一项收入

")

万元。
在此基础上，蕉城区整合区镇两级

!#

多个涉农部门的资源，成立了“农村社
会服务联动中心”，抽调了

!'

名工作人
员，并聘请当地

!#

多名农业专家组成服
务团，坚持常年服务。霍童镇经过争取，
还对全镇所有接受“五新”的农户，发放
信用证，凭此即可无条件获得最高

"

万
元的信用贷款。

据统计，
&

年来，霍童镇通过推介会
这个平台，累计推出新品种

!###

多种，
")

个行政村中有
!%

个建立了各类农业科技
示范片，培育了

"&#

多户科技示范户。

山东省沾化县农村妇女时路

梅采用自然养猪法，一年出栏毛

猪
&##

余头，实现了污染零排放、

生产低成本、猪肉好品质———

猪舍里的

健康革命
李晓光 李向中

阳春时节，杨柳飘絮，生机盎然。
$

月
!"

日，我们走进山东省沾化县大高镇流钟村村
民时路梅的养猪大棚，只见有的猪不断地拱
“食”，有的躺在“床”上舒服地打着呼噜，闻不
到一丝传统养猪场的臊臭味儿。原来她养殖
的

"##

余头猪生活在一种生物发酵床上。
“棚温适度，猪长得挺快；猪不断地拱菌，

懒猪变‘勤猪’，提升了猪肉品质；这种菌还及
时转化猪的粪便，净化了猪的生长环境。”看到
有客人来，正在猪棚里撒干料的时路梅边说边
放下手里的簸箕，“俺自去年以来，采用自然养
猪法出栏猪

&##

余头，赚了
)#

余万元。”
时路梅说的自然养猪法又叫生态环保养

猪技术。就是在猪棚内砌制
&#

厘米深的水泥
池，将菌种按一定比例掺拌木屑、谷壳、稻糠
等，调好湿度发酵后作为猪舍的垫料，把猪崽
放入就可以养殖了。

)#

岁的时路梅曾经圈养过猪，一年出栏
七八头，挣钱不多不说，为了养猪的臊臭味，
邻居没少和她拌嘴，一家养猪四邻不和。去
年，看到猪市行情见好，她又有了养猪的想
法，在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上学习到了
自然养猪法，于是坚定了养猪的念头。在县畜
牧站的帮助下建起了养猪大棚。

说起自然养猪法的好处，时路梅有一本
增收节支环保账：省水，仅猪饮用、垫料表面
湿度保持、滴水降温需要用水；省料，猪拱食
菌体蛋白，改善肠道环境，提高饲料转化率，
可节省精饲料

!#(

—
!'(

；省工，仅喂料、翻扒
垫料、清扫饲喂台、调整湿度用工，无需清粪、
冲圈。一个人就可以饲养

'##

—
!###

头肥猪，
!##

—
"##

头母猪；省电省煤，发酵床产生热
量，猪棚冬季无需耗煤用电加温；省地，猪粪
便可以依靠垫料自然降解，

$

年后垫料清除
后还可以作为优质有机肥，无需建沼气池、污
水池和粪便处理场……

除此之外，采用自然养猪法还能提高猪肉
品质。在养殖大棚里，猪恢复了拱食和沙浴的
生物习性，采食菌体蛋白，抗病力增强，发病率
减少，用药减少，解决了猪肉的药物残留问题。
“我们就是坚持循环农业的理念，把农村

的废弃物充分利用起来，转化为生物质能，推
进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协调发
展。”沾化县县长贾善银说。锯末、稻壳、花生
壳、玉米秸秆等废弃物都可作为垫料原料加
以使用。养猪场内外无臭味，氨气含量显著降
低，猪的粪尿在养殖过程中提前消化，实现了
粪污的零排放。不需要专门清理猪棚里的粪
便，没有冲圈污水，也不会对环境及地下水源
造成污染。

说起自然养猪法的经济效益，时路梅算
了一笔账：每头生猪节约用料、用水、用电、用
煤约

'#

元，节约兽药、疫苗费用大约
!#

元，
节约劳动力成本大约

"#

元，增加销售收入大
约

)#

元，增收节支可达
!!#

元。去年至今，她
养殖的猪出栏

&##

余头，比传统养殖法缩短
了

!#

天时间，少用饲料
)

万多斤，光料钱省
下

'

万多元。
今年，沾化县大力推广自然养猪法，成立

了自然养猪法技术服务中心，养猪户自发成
立了养猪协会，建成自然养猪法规模化养猪
场

'$

家。做到了统一规划（猪舍建设）、统一
良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等“五个
统一”，实现养殖规模化、品种优良化、饲料绿
色化、利润稳定化。

寿 光

菜博会展示名优稀特品种
本报电 （韩迎祥、陈建军）由农业部、商

务部、科技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主办的
第九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将
于

)

月
"#

日—
'

月
"#

日在山东寿光举行。
以“现代、科技、希望”为主题的本届寿

光菜博会，主展区面积达
$'

万平方米，将集
中展示现代科技支撑下的蔬菜栽培前沿技
术、当今国内外蔬菜新品种以及名优稀特品
种，其中在果树展厅展示的稀有珍品就有
!$#

多种。

上 饶

灾后补植造林忙
本报电 （郑孟仙）“人从脚下暖，植物

也一样，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苗木再‘受
冻挨饿’！”日前，在江西省上饶县董团乡江西
远泉实业集团，市里的林业专家正在这个全
省最大的苗木基地指导农业工人施肥、剪枝、
补种、抢苗。

今年
!

月中旬以来，
'#

年未遇的持续雨
雪冰冻天气给上饶林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

全
市林业受灾面积高达

'#$-*)

万亩。该市林业
部门迅速启动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截至
目前，全市已完成全年造林面积的一半以
上。

一个农民工和

九项环保专利
罗红星 王秀虎

刚过完春节，河南省邓州市农民曹明军便被
乡亲们请了过去，他把一包颗粒状固体加入到刚
粉碎的秸秆内，秸秆立刻成为牲畜可口的美餐。
“神了！小小颗粒把废物秸秆变成牲畜饲料。”围
观的农民赞不绝口。

这小小的颗粒，可是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的。去
年

!!

月
"#

日，曹明军申报的生物饲料颗粒通过了
国家专利局认定并拿到了寄来的专利证书，这是他
获得的第九项专利了。

现年
$%

岁的曹明军，是河南省邓州市彭桥镇
人，自幼因家贫不得不中断学业。在家乡务农期间，
曹明军看到农村中的许多有营养价值的秸秆被白白
烧掉或沤烂，污染环境，而农民们发展养殖却出高价
购买饲料，成本很高。“如果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既
能解决污染，又能为农民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曹明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发展生物颗粒饲料，通
过微生物分解可以将秸秆转化为不含激素的生物饲
料。于是，他利用在外打工期间，刻苦钻研生物饲料
技术。

经过
&

个寒暑，他终于研制出了多功能生物
颗粒饲料，并获得国家专利。这种饲料运用现代生
物技术，对秸秆进行处理，分解糖类、脂类和乳酸，
经过科学配方使作物秸秆成为畜禽喜食的酸、香、
甜、咸、酥的饲料。

为了取得更详实的数据，曹明军进行试验，将
一吨秸秆加工成不含激素的生物饲料，成本仅仅
"!#

—
"'#

元，而购买同类饲料却需
&##

—
!###

元。
低廉成本、环保优势的生物饲料让农民们喜笑

颜开，邓州市桑庄乡农民张二强办了养鸡厂，用曹明
军的生物饲料养鸡，鸡发病率低，而且养殖成本比以
前降低了

"#(

。“生物饲料为咱养殖户解决了大难题
啊！不但饲料成本低，而且饲养的牲畜肉质好，不含
激素，卖价高！”张二强感叹地说。邓州、淅川等

!##

多家养殖户竞相使用这种饲料，每年节约成本
&##

多万元，每年带来经济效益达
!###

多万元，现在这
里的秸秆成了“宝贝”，农村中的乱烧、乱沤秸秆污染
环境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生物饲料专利的获得，让曹明军信心大增，凭
着吃苦与勤奋，多功能复合霉菌生物有机肥、秸
秆微贮机等

&

个发明，也先后获得了国家专利。
由于他的专利都与农村中的“废物利用、环保经
济”有关，曹明军被农民们亲切地称为“环保发明
家”。

“只要政策好，农民就多种粮！”

王老汉的心里话
张志峰 朱科德

$

月
$!

日上午，
春雨淅沥。湖北襄樊
市襄阳区古驿镇外
沟村年过半百的王
金宝正在麦地里除
草。
“老伯，下雨天

还下地干活？”
“现在国家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

价格，这田更有种头，农民打心眼里
高兴。我已经干了

$

天了，一点都不
累！”王老汉笑笑说。

襄阳是粮食生产大县，小麦是当
家品种。王金宝的儿子儿媳都外出打
工了，老两口在家侍弄

$"

亩地。近些
年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

购价，让王老汉和乡亲们吃了“定心
丸”。去年秋播，他家种了

$#

亩小麦，
比上一年增加

$

亩。
近日，国家宣布再次提高粮食最

低收购价。“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今年每亩小麦多‘吃’的碳铵、复
合肥、尿素一共有

'#

多斤，看来这
些不会白投入。”得知小麦提价的消

息以来，王老汉往地里跑得更勤了，
清沟、施肥、打药、除草……早出晚
归，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看现在的
长势，只要不遭灾，预计每亩产量
&##

多斤，可以增产
!##

多斤。每亩
白小麦可以多卖

&#

多元。”说到这
里老王喜上眉梢，“粮价提了，补贴
多了，只要政策好，明年再多种一

些。”
不过，王老汉

他们也有揪心事：
跟去年相比，今年
每袋

!##

斤碳 铵
从

"'

元 涨 到 了
$#

多元，复合肥
从

!"'

元涨到
!&#

元，尿素从
&'

元涨到
%#

多元。再
这么涨下去，好政策像坐跷跷板，
种粮不划算，农民就不敢多种粮
食。

另外，还有很多人不懂农业科
技，什么时候该怎么施肥、打药等，光
靠老办法不行，盼望科技人员多宣
传。

不是农民不期盼科技，关键是怎样让农民用上科技；不怪农民怨科技离

得太远，关键是基层政府怎样设法拉近这个距离。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霍

童镇，记者看到———

这里的农民爱科技
本报记者 赵 鹏

$

月
!&

日，春雨潇潇。霍童镇里依
然是人山人海，来自周围四村八寨的乡
亲们，来不及洗去手上的污泥、放下高卷
的裤腿，呼啦啦挤入人群里，寻找着他们
的“老朋友”：“林教授我找您半天了，上
次您给我推荐的那个新品种还真不错，
这次您再给介绍几种吧。”“张老师，我按
照您说的办法换过土了，可是怎么还是
不见好呢？”……

从
"###

年开始，霍童镇每年这时候
都举办为期

'

天的农业“五新”科技推介
会，到今年已是整整

&

届了，这一次更是
跃升为由福建省发改委、省农科院、省农
林大等七八个单位共同参与主办的“省
级活动”。“不早点来，根本就挤不进去，
我还一肚子问题想请专家们指点呢！”
“要是一年中多举办几次就更好了。”

这里的农民为何如此爱科技呢？

交出“指挥权”

专心建“平台”

霍童地处闽东蕉城区西北山区，下
辖

")

个行政村，人口
$

万多，一直是个
传统的农业大镇。直至

"###

年前，当地
的农业生产还都是政府“包办”：你让我
种啥，我就种啥；你让咱怎么种，咱就怎
么种。结果总是头年还不够销，第二年转
瞬变成卖难。“搞到最后，镇里干部们谁
都不敢说要种什么、发展什么。谁担得起
这责任呢？”霍童镇党委书记杨良辉向记
者回忆道。

“可总得有个主见吧？那咱请专家
来，听听专家的。”被逼得没招儿后，杨良
辉的一句话提醒了大伙。

"###

年
$

月，带
着试试看的想法，霍童镇办起了第一届
农业“五新”（ 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
新肥料、新机具）科技推介会。同样怀着
试试看的心情前来的省里专家，一到会
场就惊呆了：早已闻知此事的当地及周

边群众挤满了会场各处摊位，有的拿着
本本、有的拿着录音机，有的干脆掏出了
现金。不到一个上午，所有的资料全发光
了，所有带来的新品种也被买光了。邑板
村的林立伦一口气买走了

!#

多个蘑菇、
茶叶新品种，其中有的还是专家们才从
试验室里刚培育出来的。“以前一直闭着
眼跟着别人瞎干，现在专家来了，就听他
们的了！”

这一年，霍童镇一下子就发展起雷
竹、美国黑李、红贵族葡萄等十几个农业
新品种，就连本已几乎绝迹的传统项
目———茶叶产业也再显生机。看到这场
面，那年才

$#

岁出头的杨良辉与镇里干
部们共同合计后，心里又有了一个更大
胆的计划：把生产的“决策权”、“指挥权”
干脆统统交给专家，咱们镇级政府就一
心一意为农民与专家搭建长期合作的平
台。

这个计划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实
施起来还真不容易。第一个问题就是资
金怎么解决。一咬牙，镇里把多年积攒下

来的
!#

多万购车款全部投入每年的推
介会筹备中。一年推一年，霍童镇成了蕉
城区唯一没有购买小车的乡镇。不光如
此，为了鼓励扶持群众积极实施“五新”，
镇财政每年投入农业的费用，都占到
!$(

以上；为了每年能邀请到更多有实力
的专家，霍童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
个干部每年都要想尽办法到市里、省里
和各种各样的农业专家交朋友。“能把人
请来的，报销所有差旅费；请不到本人
的，也至少要带回几个徒弟、几个新品
种，反正是不能空手！”这份“狠”劲，着实
感动了各地专家。蕉城区隔壁的福安市
科协农艺师王玉华告诉记者：“这几年几
乎每届我都来，看着自己的成果能得到
群众如此认可，心里那种成就感别提多
大了。”

交出“指挥权”，专心建平台，这“平
台”一建就是

&

年。如今霍童镇形成了镇
有农广校分校、村有科技带头人、户有科
技示范大户整套体系。该镇还被评为为
数不多的、全省首批农科教示范镇。

让科技“可近可亲”

让服务“贴身贴心”

虽然有了长效平台，可并非万事大
吉。科技种田的道理农民也懂，可真接触
起来，总让群众觉得又神秘又高高在上，
而且还有未知的风险。就算是在霍童镇，
这样的现象也不少见。怎么办呢？

杨良辉他们又动起了脑筋。第一
招：党员干部带头。茶叶是霍童镇传统
种植项目，不过此前都种绿茶。随着市
场变化，茶叶中乌龙铁观音系列日渐走
俏。

"##'

年的推介会专家们向霍童镇
推荐了他们最新研制出的“金观音”
茶，可一听说种起来挺复杂、管理要求
还挺高，当地群众心里打了鼓，没人敢
尝试。在镇里的动员下，坑头村村主任
谢郑生挑起了这份重任。“镇里启动了
专项扶持基金，算是入股合作。失败
了，两边共担；成功了，双方共享。”当
年老谢发动几名群众一同在村里试种

了
*$

亩，结果收成时大获成功，仅茶青
一斤就卖到了

)#

元，而且就凭着这新
品种名号，还一下子招引来

!*

家茶叶
加工企业要来此办厂。经过精挑细选，
他们请了其中一家最有实力的茶叶公
司，并专门申请注册了“第一洞天霍山
茶‘金观音’”的品牌，结果在年底的全
省茶叶博览会上，该茶一举卖出了每斤
"###

元的高价！如今坑头村种植规模
一下子扩大到

+##

亩，周边邻村也开始
跃跃欲试。

前有干部示范开路，后有扶持基金
托底，科技离农民近了。可还不够，第二
招：组建科技信息员，发放贷款信用证。
每年的推介会只有

'

天时间，推介以后
更多的时间里假如农民碰到难题怎么
办？为此，霍童镇在

")

个行政村村村设
立了科技信息员，及时了解反馈当地农
民推广“五新”的情况。

"##)

年
*

月，八斗
村农民钟胜平和其他农民种植的脐橙新
品种只开花却不结果，当地信息员知道后
立即上报镇里，镇里随即请来专家现场指
导，仅仅过了两周，问题就解决了。“刚开
始时，我们还不好意思说，怕人笑话。以后
再搞新品种时咱可就没后顾之忧了。”而
今，脐橙使八斗村群众的年均收入从当初
的

!###

元提高到
$###

多元，去年全村仅
此一项收入

")

万元。
在此基础上，蕉城区整合区镇两级

!#

多个涉农部门的资源，成立了“农村社
会服务联动中心”，抽调了

!'

名工作人
员，并聘请当地

!#

多名农业专家组成服
务团，坚持常年服务。霍童镇经过争取，
还对全镇所有接受“五新”的农户，发放
信用证，凭此即可无条件获得最高

"

万
元的信用贷款。

据统计，
&

年来，霍童镇通过推介会
这个平台，累计推出新品种

!###

多种，
")

个行政村中有
!%

个建立了各类农业科技
示范片，培育了

"&#

多户科技示范户。

山东省沾化县农村妇女时路

梅采用自然养猪法，一年出栏毛

猪
&##

余头，实现了污染零排放、

生产低成本、猪肉好品质———

猪舍里的

健康革命
李晓光 李向中

阳春时节，杨柳飘絮，生机盎然。
$

月
!"

日，我们走进山东省沾化县大高镇流钟村村
民时路梅的养猪大棚，只见有的猪不断地拱
“食”，有的躺在“床”上舒服地打着呼噜，闻不
到一丝传统养猪场的臊臭味儿。原来她养殖
的

"##

余头猪生活在一种生物发酵床上。
“棚温适度，猪长得挺快；猪不断地拱菌，

懒猪变‘勤猪’，提升了猪肉品质；这种菌还及
时转化猪的粪便，净化了猪的生长环境。”看到
有客人来，正在猪棚里撒干料的时路梅边说边
放下手里的簸箕，“俺自去年以来，采用自然养
猪法出栏猪

&##

余头，赚了
)#

余万元。”
时路梅说的自然养猪法又叫生态环保养

猪技术。就是在猪棚内砌制
&#

厘米深的水泥
池，将菌种按一定比例掺拌木屑、谷壳、稻糠
等，调好湿度发酵后作为猪舍的垫料，把猪崽
放入就可以养殖了。

)#

岁的时路梅曾经圈养过猪，一年出栏
七八头，挣钱不多不说，为了养猪的臊臭味，
邻居没少和她拌嘴，一家养猪四邻不和。去
年，看到猪市行情见好，她又有了养猪的想
法，在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上学习到了
自然养猪法，于是坚定了养猪的念头。在县畜
牧站的帮助下建起了养猪大棚。

说起自然养猪法的好处，时路梅有一本
增收节支环保账：省水，仅猪饮用、垫料表面
湿度保持、滴水降温需要用水；省料，猪拱食
菌体蛋白，改善肠道环境，提高饲料转化率，
可节省精饲料

!#(

—
!'(

；省工，仅喂料、翻扒
垫料、清扫饲喂台、调整湿度用工，无需清粪、
冲圈。一个人就可以饲养

'##

—
!###

头肥猪，
!##

—
"##

头母猪；省电省煤，发酵床产生热
量，猪棚冬季无需耗煤用电加温；省地，猪粪
便可以依靠垫料自然降解，

$

年后垫料清除
后还可以作为优质有机肥，无需建沼气池、污
水池和粪便处理场……

除此之外，采用自然养猪法还能提高猪肉
品质。在养殖大棚里，猪恢复了拱食和沙浴的
生物习性，采食菌体蛋白，抗病力增强，发病率
减少，用药减少，解决了猪肉的药物残留问题。
“我们就是坚持循环农业的理念，把农村

的废弃物充分利用起来，转化为生物质能，推
进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协调发
展。”沾化县县长贾善银说。锯末、稻壳、花生
壳、玉米秸秆等废弃物都可作为垫料原料加
以使用。养猪场内外无臭味，氨气含量显著降
低，猪的粪尿在养殖过程中提前消化，实现了
粪污的零排放。不需要专门清理猪棚里的粪
便，没有冲圈污水，也不会对环境及地下水源
造成污染。

说起自然养猪法的经济效益，时路梅算
了一笔账：每头生猪节约用料、用水、用电、用
煤约

'#

元，节约兽药、疫苗费用大约
!#

元，
节约劳动力成本大约

"#

元，增加销售收入大
约

)#

元，增收节支可达
!!#

元。去年至今，她
养殖的猪出栏

&##

余头，比传统养殖法缩短
了

!#

天时间，少用饲料
)

万多斤，光料钱省
下

'

万多元。
今年，沾化县大力推广自然养猪法，成立

了自然养猪法技术服务中心，养猪户自发成
立了养猪协会，建成自然养猪法规模化养猪
场

'$

家。做到了统一规划（猪舍建设）、统一
良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等“五个
统一”，实现养殖规模化、品种优良化、饲料绿
色化、利润稳定化。

寿 光

菜博会展示名优稀特品种
本报电 （韩迎祥、陈建军）由农业部、商

务部、科技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主办的
第九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将
于

)

月
"#

日—
'

月
"#

日在山东寿光举行。
以“现代、科技、希望”为主题的本届寿

光菜博会，主展区面积达
$'

万平方米，将集
中展示现代科技支撑下的蔬菜栽培前沿技
术、当今国内外蔬菜新品种以及名优稀特品
种，其中在果树展厅展示的稀有珍品就有
!$#

多种。

上 饶

灾后补植造林忙
本报电 （郑孟仙）“人从脚下暖，植物

也一样，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苗木再‘受
冻挨饿’！”日前，在江西省上饶县董团乡江西
远泉实业集团，市里的林业专家正在这个全
省最大的苗木基地指导农业工人施肥、剪枝、
补种、抢苗。

今年
!

月中旬以来，
'#

年未遇的持续雨
雪冰冻天气给上饶林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

全
市林业受灾面积高达

'#$-*)

万亩。该市林业
部门迅速启动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截至
目前，全市已完成全年造林面积的一半以
上。

南 汇

搭建现代农业国际流通平台
本报电

.

南慧文
/

近日，由上海南汇现代
农业园区和上海谷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
发的上海名特农产品国际物流与交易基地开工
建设

,

该基地将建成集聚度、能级度、辐射度和
影响力较强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服务平台。

该基地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洋山
深水港之间，首期总投资

*

亿元人民币。据预测
,

该基地全部建成后年农产品交易配送量将超过
"##

万吨，额度将超过
!##

亿元人民币
,

并创造
就业岗位

'###

个，直接带动农户
'#

万户。

眉 山

“电老虎”变成“电保姆”
本报电 （胡刚）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公司

通过实施电力惠农行动，努力解决农民在用电方
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以前农民眼中
高高在上的“电老虎”变成了深受农民欢迎的“电
保姆”。

眉山电力公司
"##!

年底成立以来，累计投
入

'-!

亿元对全市农村电网进行了改建，全市农
村居民到户平均电价由

#-+'

元
0

千瓦时下降到
#-)+*'

元
0

千瓦时，累计减轻农民用电负担
!-&*

亿元。

一个农民工和

九项环保专利
罗红星 王秀虎

刚过完春节，河南省邓州市农民曹明军便被
乡亲们请了过去，他把一包颗粒状固体加入到刚
粉碎的秸秆内，秸秆立刻成为牲畜可口的美餐。
“神了！小小颗粒把废物秸秆变成牲畜饲料。”围
观的农民赞不绝口。

这小小的颗粒，可是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的。去
年

!!

月
"#

日，曹明军申报的生物饲料颗粒通过了
国家专利局认定并拿到了寄来的专利证书，这是他
获得的第九项专利了。

现年
$%

岁的曹明军，是河南省邓州市彭桥镇
人，自幼因家贫不得不中断学业。在家乡务农期间，
曹明军看到农村中的许多有营养价值的秸秆被白白
烧掉或沤烂，污染环境，而农民们发展养殖却出高价
购买饲料，成本很高。“如果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既
能解决污染，又能为农民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曹明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发展生物颗粒饲料，通
过微生物分解可以将秸秆转化为不含激素的生物饲
料。于是，他利用在外打工期间，刻苦钻研生物饲料
技术。

经过
&

个寒暑，他终于研制出了多功能生物
颗粒饲料，并获得国家专利。这种饲料运用现代生
物技术，对秸秆进行处理，分解糖类、脂类和乳酸，
经过科学配方使作物秸秆成为畜禽喜食的酸、香、
甜、咸、酥的饲料。

为了取得更详实的数据，曹明军进行试验，将
一吨秸秆加工成不含激素的生物饲料，成本仅仅
"!#

—
"'#

元，而购买同类饲料却需
&##

—
!###

元。
低廉成本、环保优势的生物饲料让农民们喜笑

颜开，邓州市桑庄乡农民张二强办了养鸡厂，用曹明
军的生物饲料养鸡，鸡发病率低，而且养殖成本比以
前降低了

"#(

。“生物饲料为咱养殖户解决了大难题
啊！不但饲料成本低，而且饲养的牲畜肉质好，不含
激素，卖价高！”张二强感叹地说。邓州、淅川等

!##

多家养殖户竞相使用这种饲料，每年节约成本
&##

多万元，每年带来经济效益达
!###

多万元，现在这
里的秸秆成了“宝贝”，农村中的乱烧、乱沤秸秆污染
环境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生物饲料专利的获得，让曹明军信心大增，凭
着吃苦与勤奋，多功能复合霉菌生物有机肥、秸
秆微贮机等

&

个发明，也先后获得了国家专利。
由于他的专利都与农村中的“废物利用、环保经
济”有关，曹明军被农民们亲切地称为“环保发明
家”。

“只要政策好，农民就多种粮！”

王老汉的心里话
张志峰 朱科德

$

月
$!

日上午，
春雨淅沥。湖北襄樊
市襄阳区古驿镇外
沟村年过半百的王
金宝正在麦地里除
草。
“老伯，下雨天

还下地干活？”
“现在国家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

价格，这田更有种头，农民打心眼里
高兴。我已经干了

$

天了，一点都不
累！”王老汉笑笑说。

襄阳是粮食生产大县，小麦是当
家品种。王金宝的儿子儿媳都外出打
工了，老两口在家侍弄

$"

亩地。近些
年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

购价，让王老汉和乡亲们吃了“定心
丸”。去年秋播，他家种了

$#

亩小麦，
比上一年增加

$

亩。
近日，国家宣布再次提高粮食最

低收购价。“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今年每亩小麦多‘吃’的碳铵、复
合肥、尿素一共有

'#

多斤，看来这
些不会白投入。”得知小麦提价的消

息以来，王老汉往地里跑得更勤了，
清沟、施肥、打药、除草……早出晚
归，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看现在的
长势，只要不遭灾，预计每亩产量
&##

多斤，可以增产
!##

多斤。每亩
白小麦可以多卖

&#

多元。”说到这
里老王喜上眉梢，“粮价提了，补贴
多了，只要政策好，明年再多种一

些。”
不过，王老汉

他们也有揪心事：
跟去年相比，今年
每袋

!##

斤碳 铵
从

"'

元 涨 到 了
$#

多元，复合肥
从

!"'

元涨到
!&#

元，尿素从
&'

元涨到
%#

多元。再
这么涨下去，好政策像坐跷跷板，
种粮不划算，农民就不敢多种粮
食。

另外，还有很多人不懂农业科
技，什么时候该怎么施肥、打药等，光
靠老办法不行，盼望科技人员多宣
传。

不是农民不期盼科技，关键是怎样让农民用上科技；不怪农民怨科技离

得太远，关键是基层政府怎样设法拉近这个距离。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霍

童镇，记者看到———

这里的农民爱科技
本报记者 赵 鹏

$

月
!&

日，春雨潇潇。霍童镇里依
然是人山人海，来自周围四村八寨的乡
亲们，来不及洗去手上的污泥、放下高卷
的裤腿，呼啦啦挤入人群里，寻找着他们
的“老朋友”：“林教授我找您半天了，上
次您给我推荐的那个新品种还真不错，
这次您再给介绍几种吧。”“张老师，我按
照您说的办法换过土了，可是怎么还是
不见好呢？”……

从
"###

年开始，霍童镇每年这时候
都举办为期

'

天的农业“五新”科技推介
会，到今年已是整整

&

届了，这一次更是
跃升为由福建省发改委、省农科院、省农
林大等七八个单位共同参与主办的“省
级活动”。“不早点来，根本就挤不进去，
我还一肚子问题想请专家们指点呢！”
“要是一年中多举办几次就更好了。”

这里的农民为何如此爱科技呢？

交出“指挥权”

专心建“平台”

霍童地处闽东蕉城区西北山区，下
辖

")

个行政村，人口
$

万多，一直是个
传统的农业大镇。直至

"###

年前，当地
的农业生产还都是政府“包办”：你让我
种啥，我就种啥；你让咱怎么种，咱就怎
么种。结果总是头年还不够销，第二年转
瞬变成卖难。“搞到最后，镇里干部们谁
都不敢说要种什么、发展什么。谁担得起
这责任呢？”霍童镇党委书记杨良辉向记
者回忆道。

“可总得有个主见吧？那咱请专家
来，听听专家的。”被逼得没招儿后，杨良
辉的一句话提醒了大伙。

"###

年
$

月，带
着试试看的想法，霍童镇办起了第一届
农业“五新”（ 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
新肥料、新机具）科技推介会。同样怀着
试试看的心情前来的省里专家，一到会
场就惊呆了：早已闻知此事的当地及周

边群众挤满了会场各处摊位，有的拿着
本本、有的拿着录音机，有的干脆掏出了
现金。不到一个上午，所有的资料全发光
了，所有带来的新品种也被买光了。邑板
村的林立伦一口气买走了

!#

多个蘑菇、
茶叶新品种，其中有的还是专家们才从
试验室里刚培育出来的。“以前一直闭着
眼跟着别人瞎干，现在专家来了，就听他
们的了！”

这一年，霍童镇一下子就发展起雷
竹、美国黑李、红贵族葡萄等十几个农业
新品种，就连本已几乎绝迹的传统项
目———茶叶产业也再显生机。看到这场
面，那年才

$#

岁出头的杨良辉与镇里干
部们共同合计后，心里又有了一个更大
胆的计划：把生产的“决策权”、“指挥权”
干脆统统交给专家，咱们镇级政府就一
心一意为农民与专家搭建长期合作的平
台。

这个计划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实
施起来还真不容易。第一个问题就是资
金怎么解决。一咬牙，镇里把多年积攒下

来的
!#

多万购车款全部投入每年的推
介会筹备中。一年推一年，霍童镇成了蕉
城区唯一没有购买小车的乡镇。不光如
此，为了鼓励扶持群众积极实施“五新”，
镇财政每年投入农业的费用，都占到
!$(

以上；为了每年能邀请到更多有实力
的专家，霍童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
个干部每年都要想尽办法到市里、省里
和各种各样的农业专家交朋友。“能把人
请来的，报销所有差旅费；请不到本人
的，也至少要带回几个徒弟、几个新品
种，反正是不能空手！”这份“狠”劲，着实
感动了各地专家。蕉城区隔壁的福安市
科协农艺师王玉华告诉记者：“这几年几
乎每届我都来，看着自己的成果能得到
群众如此认可，心里那种成就感别提多
大了。”

交出“指挥权”，专心建平台，这“平
台”一建就是

&

年。如今霍童镇形成了镇
有农广校分校、村有科技带头人、户有科
技示范大户整套体系。该镇还被评为为
数不多的、全省首批农科教示范镇。

让科技“可近可亲”

让服务“贴身贴心”

虽然有了长效平台，可并非万事大
吉。科技种田的道理农民也懂，可真接触
起来，总让群众觉得又神秘又高高在上，
而且还有未知的风险。就算是在霍童镇，
这样的现象也不少见。怎么办呢？

杨良辉他们又动起了脑筋。第一
招：党员干部带头。茶叶是霍童镇传统
种植项目，不过此前都种绿茶。随着市
场变化，茶叶中乌龙铁观音系列日渐走
俏。

"##'

年的推介会专家们向霍童镇
推荐了他们最新研制出的“金观音”
茶，可一听说种起来挺复杂、管理要求
还挺高，当地群众心里打了鼓，没人敢
尝试。在镇里的动员下，坑头村村主任
谢郑生挑起了这份重任。“镇里启动了
专项扶持基金，算是入股合作。失败
了，两边共担；成功了，双方共享。”当
年老谢发动几名群众一同在村里试种

了
*$

亩，结果收成时大获成功，仅茶青
一斤就卖到了

)#

元，而且就凭着这新
品种名号，还一下子招引来

!*

家茶叶
加工企业要来此办厂。经过精挑细选，
他们请了其中一家最有实力的茶叶公
司，并专门申请注册了“第一洞天霍山
茶‘金观音’”的品牌，结果在年底的全
省茶叶博览会上，该茶一举卖出了每斤
"###

元的高价！如今坑头村种植规模
一下子扩大到

+##

亩，周边邻村也开始
跃跃欲试。

前有干部示范开路，后有扶持基金
托底，科技离农民近了。可还不够，第二
招：组建科技信息员，发放贷款信用证。
每年的推介会只有

'

天时间，推介以后
更多的时间里假如农民碰到难题怎么
办？为此，霍童镇在

")

个行政村村村设
立了科技信息员，及时了解反馈当地农
民推广“五新”的情况。

"##)

年
*

月，八斗
村农民钟胜平和其他农民种植的脐橙新
品种只开花却不结果，当地信息员知道后
立即上报镇里，镇里随即请来专家现场指
导，仅仅过了两周，问题就解决了。“刚开
始时，我们还不好意思说，怕人笑话。以后
再搞新品种时咱可就没后顾之忧了。”而
今，脐橙使八斗村群众的年均收入从当初
的

!###

元提高到
$###

多元，去年全村仅
此一项收入

")

万元。
在此基础上，蕉城区整合区镇两级

!#

多个涉农部门的资源，成立了“农村社
会服务联动中心”，抽调了

!'

名工作人
员，并聘请当地

!#

多名农业专家组成服
务团，坚持常年服务。霍童镇经过争取，
还对全镇所有接受“五新”的农户，发放
信用证，凭此即可无条件获得最高

"

万
元的信用贷款。

据统计，
&

年来，霍童镇通过推介会
这个平台，累计推出新品种

!###

多种，
")

个行政村中有
!%

个建立了各类农业科技
示范片，培育了

"&#

多户科技示范户。

山东省沾化县农村妇女时路

梅采用自然养猪法，一年出栏毛

猪
&##

余头，实现了污染零排放、

生产低成本、猪肉好品质———

猪舍里的

健康革命
李晓光 李向中

阳春时节，杨柳飘絮，生机盎然。
$

月
!"

日，我们走进山东省沾化县大高镇流钟村村
民时路梅的养猪大棚，只见有的猪不断地拱
“食”，有的躺在“床”上舒服地打着呼噜，闻不
到一丝传统养猪场的臊臭味儿。原来她养殖
的

"##

余头猪生活在一种生物发酵床上。
“棚温适度，猪长得挺快；猪不断地拱菌，

懒猪变‘勤猪’，提升了猪肉品质；这种菌还及
时转化猪的粪便，净化了猪的生长环境。”看到
有客人来，正在猪棚里撒干料的时路梅边说边
放下手里的簸箕，“俺自去年以来，采用自然养
猪法出栏猪

&##

余头，赚了
)#

余万元。”
时路梅说的自然养猪法又叫生态环保养

猪技术。就是在猪棚内砌制
&#

厘米深的水泥
池，将菌种按一定比例掺拌木屑、谷壳、稻糠
等，调好湿度发酵后作为猪舍的垫料，把猪崽
放入就可以养殖了。

)#

岁的时路梅曾经圈养过猪，一年出栏
七八头，挣钱不多不说，为了养猪的臊臭味，
邻居没少和她拌嘴，一家养猪四邻不和。去
年，看到猪市行情见好，她又有了养猪的想
法，在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上学习到了
自然养猪法，于是坚定了养猪的念头。在县畜
牧站的帮助下建起了养猪大棚。

说起自然养猪法的好处，时路梅有一本
增收节支环保账：省水，仅猪饮用、垫料表面
湿度保持、滴水降温需要用水；省料，猪拱食
菌体蛋白，改善肠道环境，提高饲料转化率，
可节省精饲料

!#(

—
!'(

；省工，仅喂料、翻扒
垫料、清扫饲喂台、调整湿度用工，无需清粪、
冲圈。一个人就可以饲养

'##

—
!###

头肥猪，
!##

—
"##

头母猪；省电省煤，发酵床产生热
量，猪棚冬季无需耗煤用电加温；省地，猪粪
便可以依靠垫料自然降解，

$

年后垫料清除
后还可以作为优质有机肥，无需建沼气池、污
水池和粪便处理场……

除此之外，采用自然养猪法还能提高猪肉
品质。在养殖大棚里，猪恢复了拱食和沙浴的
生物习性，采食菌体蛋白，抗病力增强，发病率
减少，用药减少，解决了猪肉的药物残留问题。
“我们就是坚持循环农业的理念，把农村

的废弃物充分利用起来，转化为生物质能，推
进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协调发
展。”沾化县县长贾善银说。锯末、稻壳、花生
壳、玉米秸秆等废弃物都可作为垫料原料加
以使用。养猪场内外无臭味，氨气含量显著降
低，猪的粪尿在养殖过程中提前消化，实现了
粪污的零排放。不需要专门清理猪棚里的粪
便，没有冲圈污水，也不会对环境及地下水源
造成污染。

说起自然养猪法的经济效益，时路梅算
了一笔账：每头生猪节约用料、用水、用电、用
煤约

'#

元，节约兽药、疫苗费用大约
!#

元，
节约劳动力成本大约

"#

元，增加销售收入大
约

)#

元，增收节支可达
!!#

元。去年至今，她
养殖的猪出栏

&##

余头，比传统养殖法缩短
了

!#

天时间，少用饲料
)

万多斤，光料钱省
下

'

万多元。
今年，沾化县大力推广自然养猪法，成立

了自然养猪法技术服务中心，养猪户自发成
立了养猪协会，建成自然养猪法规模化养猪
场

'$

家。做到了统一规划（猪舍建设）、统一
良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等“五个
统一”，实现养殖规模化、品种优良化、饲料绿
色化、利润稳定化。

寿 光

菜博会展示名优稀特品种
本报电 （韩迎祥、陈建军）由农业部、商

务部、科技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主办的
第九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将
于

)

月
"#

日—
'

月
"#

日在山东寿光举行。
以“现代、科技、希望”为主题的本届寿

光菜博会，主展区面积达
$'

万平方米，将集
中展示现代科技支撑下的蔬菜栽培前沿技
术、当今国内外蔬菜新品种以及名优稀特品
种，其中在果树展厅展示的稀有珍品就有
!$#

多种。

上 饶

灾后补植造林忙
本报电 （郑孟仙）“人从脚下暖，植物

也一样，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苗木再‘受
冻挨饿’！”日前，在江西省上饶县董团乡江西
远泉实业集团，市里的林业专家正在这个全
省最大的苗木基地指导农业工人施肥、剪枝、
补种、抢苗。

今年
!

月中旬以来，
'#

年未遇的持续雨
雪冰冻天气给上饶林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

全
市林业受灾面积高达

'#$-*)

万亩。该市林业
部门迅速启动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截至
目前，全市已完成全年造林面积的一半以
上。

南 汇

搭建现代农业国际流通平台
本报电

.

南慧文
/

近日，由上海南汇现代
农业园区和上海谷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
发的上海名特农产品国际物流与交易基地开工
建设

,

该基地将建成集聚度、能级度、辐射度和
影响力较强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服务平台。

该基地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洋山
深水港之间，首期总投资

*

亿元人民币。据预测
,

该基地全部建成后年农产品交易配送量将超过
"##

万吨，额度将超过
!##

亿元人民币
,

并创造
就业岗位

'###

个，直接带动农户
'#

万户。

眉 山

“电老虎”变成“电保姆”
本报电 （胡刚）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公司

通过实施电力惠农行动，努力解决农民在用电方
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以前农民眼中
高高在上的“电老虎”变成了深受农民欢迎的“电
保姆”。

眉山电力公司
"##!

年底成立以来，累计投
入

'-!

亿元对全市农村电网进行了改建，全市农
村居民到户平均电价由

#-+'

元
0

千瓦时下降到
#-)+*'

元
0

千瓦时，累计减轻农民用电负担
!-&*

亿元。

一个农民工和

九项环保专利
罗红星 王秀虎

刚过完春节，河南省邓州市农民曹明军便被
乡亲们请了过去，他把一包颗粒状固体加入到刚
粉碎的秸秆内，秸秆立刻成为牲畜可口的美餐。
“神了！小小颗粒把废物秸秆变成牲畜饲料。”围
观的农民赞不绝口。

这小小的颗粒，可是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的。去
年

!!

月
"#

日，曹明军申报的生物饲料颗粒通过了
国家专利局认定并拿到了寄来的专利证书，这是他
获得的第九项专利了。

现年
$%

岁的曹明军，是河南省邓州市彭桥镇
人，自幼因家贫不得不中断学业。在家乡务农期间，
曹明军看到农村中的许多有营养价值的秸秆被白白
烧掉或沤烂，污染环境，而农民们发展养殖却出高价
购买饲料，成本很高。“如果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既
能解决污染，又能为农民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曹明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发展生物颗粒饲料，通
过微生物分解可以将秸秆转化为不含激素的生物饲
料。于是，他利用在外打工期间，刻苦钻研生物饲料
技术。

经过
&

个寒暑，他终于研制出了多功能生物
颗粒饲料，并获得国家专利。这种饲料运用现代生
物技术，对秸秆进行处理，分解糖类、脂类和乳酸，
经过科学配方使作物秸秆成为畜禽喜食的酸、香、
甜、咸、酥的饲料。

为了取得更详实的数据，曹明军进行试验，将
一吨秸秆加工成不含激素的生物饲料，成本仅仅
"!#

—
"'#

元，而购买同类饲料却需
&##

—
!###

元。
低廉成本、环保优势的生物饲料让农民们喜笑

颜开，邓州市桑庄乡农民张二强办了养鸡厂，用曹明
军的生物饲料养鸡，鸡发病率低，而且养殖成本比以
前降低了

"#(

。“生物饲料为咱养殖户解决了大难题
啊！不但饲料成本低，而且饲养的牲畜肉质好，不含
激素，卖价高！”张二强感叹地说。邓州、淅川等

!##

多家养殖户竞相使用这种饲料，每年节约成本
&##

多万元，每年带来经济效益达
!###

多万元，现在这
里的秸秆成了“宝贝”，农村中的乱烧、乱沤秸秆污染
环境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生物饲料专利的获得，让曹明军信心大增，凭
着吃苦与勤奋，多功能复合霉菌生物有机肥、秸
秆微贮机等

&

个发明，也先后获得了国家专利。
由于他的专利都与农村中的“废物利用、环保经
济”有关，曹明军被农民们亲切地称为“环保发明
家”。

“只要政策好，农民就多种粮！”

王老汉的心里话
张志峰 朱科德

$

月
$!

日上午，
春雨淅沥。湖北襄樊
市襄阳区古驿镇外
沟村年过半百的王
金宝正在麦地里除
草。
“老伯，下雨天

还下地干活？”
“现在国家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

价格，这田更有种头，农民打心眼里
高兴。我已经干了

$

天了，一点都不
累！”王老汉笑笑说。

襄阳是粮食生产大县，小麦是当
家品种。王金宝的儿子儿媳都外出打
工了，老两口在家侍弄

$"

亩地。近些
年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

购价，让王老汉和乡亲们吃了“定心
丸”。去年秋播，他家种了

$#

亩小麦，
比上一年增加

$

亩。
近日，国家宣布再次提高粮食最

低收购价。“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今年每亩小麦多‘吃’的碳铵、复
合肥、尿素一共有

'#

多斤，看来这
些不会白投入。”得知小麦提价的消

息以来，王老汉往地里跑得更勤了，
清沟、施肥、打药、除草……早出晚
归，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看现在的
长势，只要不遭灾，预计每亩产量
&##

多斤，可以增产
!##

多斤。每亩
白小麦可以多卖

&#

多元。”说到这
里老王喜上眉梢，“粮价提了，补贴
多了，只要政策好，明年再多种一

些。”
不过，王老汉

他们也有揪心事：
跟去年相比，今年
每袋

!##

斤碳 铵
从

"'

元 涨 到 了
$#

多元，复合肥
从

!"'

元涨到
!&#

元，尿素从
&'

元涨到
%#

多元。再
这么涨下去，好政策像坐跷跷板，
种粮不划算，农民就不敢多种粮
食。

另外，还有很多人不懂农业科
技，什么时候该怎么施肥、打药等，光
靠老办法不行，盼望科技人员多宣
传。

不是农民不期盼科技，关键是怎样让农民用上科技；不怪农民怨科技离

得太远，关键是基层政府怎样设法拉近这个距离。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霍

童镇，记者看到———

这里的农民爱科技
本报记者 赵 鹏

$

月
!&

日，春雨潇潇。霍童镇里依
然是人山人海，来自周围四村八寨的乡
亲们，来不及洗去手上的污泥、放下高卷
的裤腿，呼啦啦挤入人群里，寻找着他们
的“老朋友”：“林教授我找您半天了，上
次您给我推荐的那个新品种还真不错，
这次您再给介绍几种吧。”“张老师，我按
照您说的办法换过土了，可是怎么还是
不见好呢？”……

从
"###

年开始，霍童镇每年这时候
都举办为期

'

天的农业“五新”科技推介
会，到今年已是整整

&

届了，这一次更是
跃升为由福建省发改委、省农科院、省农
林大等七八个单位共同参与主办的“省
级活动”。“不早点来，根本就挤不进去，
我还一肚子问题想请专家们指点呢！”
“要是一年中多举办几次就更好了。”

这里的农民为何如此爱科技呢？

交出“指挥权”

专心建“平台”

霍童地处闽东蕉城区西北山区，下
辖

")

个行政村，人口
$

万多，一直是个
传统的农业大镇。直至

"###

年前，当地
的农业生产还都是政府“包办”：你让我
种啥，我就种啥；你让咱怎么种，咱就怎
么种。结果总是头年还不够销，第二年转
瞬变成卖难。“搞到最后，镇里干部们谁
都不敢说要种什么、发展什么。谁担得起
这责任呢？”霍童镇党委书记杨良辉向记
者回忆道。

“可总得有个主见吧？那咱请专家
来，听听专家的。”被逼得没招儿后，杨良
辉的一句话提醒了大伙。

"###

年
$

月，带
着试试看的想法，霍童镇办起了第一届
农业“五新”（ 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
新肥料、新机具）科技推介会。同样怀着
试试看的心情前来的省里专家，一到会
场就惊呆了：早已闻知此事的当地及周

边群众挤满了会场各处摊位，有的拿着
本本、有的拿着录音机，有的干脆掏出了
现金。不到一个上午，所有的资料全发光
了，所有带来的新品种也被买光了。邑板
村的林立伦一口气买走了

!#

多个蘑菇、
茶叶新品种，其中有的还是专家们才从
试验室里刚培育出来的。“以前一直闭着
眼跟着别人瞎干，现在专家来了，就听他
们的了！”

这一年，霍童镇一下子就发展起雷
竹、美国黑李、红贵族葡萄等十几个农业
新品种，就连本已几乎绝迹的传统项
目———茶叶产业也再显生机。看到这场
面，那年才

$#

岁出头的杨良辉与镇里干
部们共同合计后，心里又有了一个更大
胆的计划：把生产的“决策权”、“指挥权”
干脆统统交给专家，咱们镇级政府就一
心一意为农民与专家搭建长期合作的平
台。

这个计划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实
施起来还真不容易。第一个问题就是资
金怎么解决。一咬牙，镇里把多年积攒下

来的
!#

多万购车款全部投入每年的推
介会筹备中。一年推一年，霍童镇成了蕉
城区唯一没有购买小车的乡镇。不光如
此，为了鼓励扶持群众积极实施“五新”，
镇财政每年投入农业的费用，都占到
!$(

以上；为了每年能邀请到更多有实力
的专家，霍童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
个干部每年都要想尽办法到市里、省里
和各种各样的农业专家交朋友。“能把人
请来的，报销所有差旅费；请不到本人
的，也至少要带回几个徒弟、几个新品
种，反正是不能空手！”这份“狠”劲，着实
感动了各地专家。蕉城区隔壁的福安市
科协农艺师王玉华告诉记者：“这几年几
乎每届我都来，看着自己的成果能得到
群众如此认可，心里那种成就感别提多
大了。”

交出“指挥权”，专心建平台，这“平
台”一建就是

&

年。如今霍童镇形成了镇
有农广校分校、村有科技带头人、户有科
技示范大户整套体系。该镇还被评为为
数不多的、全省首批农科教示范镇。

让科技“可近可亲”

让服务“贴身贴心”

虽然有了长效平台，可并非万事大
吉。科技种田的道理农民也懂，可真接触
起来，总让群众觉得又神秘又高高在上，
而且还有未知的风险。就算是在霍童镇，
这样的现象也不少见。怎么办呢？

杨良辉他们又动起了脑筋。第一
招：党员干部带头。茶叶是霍童镇传统
种植项目，不过此前都种绿茶。随着市
场变化，茶叶中乌龙铁观音系列日渐走
俏。

"##'

年的推介会专家们向霍童镇
推荐了他们最新研制出的“金观音”
茶，可一听说种起来挺复杂、管理要求
还挺高，当地群众心里打了鼓，没人敢
尝试。在镇里的动员下，坑头村村主任
谢郑生挑起了这份重任。“镇里启动了
专项扶持基金，算是入股合作。失败
了，两边共担；成功了，双方共享。”当
年老谢发动几名群众一同在村里试种

了
*$

亩，结果收成时大获成功，仅茶青
一斤就卖到了

)#

元，而且就凭着这新
品种名号，还一下子招引来

!*

家茶叶
加工企业要来此办厂。经过精挑细选，
他们请了其中一家最有实力的茶叶公
司，并专门申请注册了“第一洞天霍山
茶‘金观音’”的品牌，结果在年底的全
省茶叶博览会上，该茶一举卖出了每斤
"###

元的高价！如今坑头村种植规模
一下子扩大到

+##

亩，周边邻村也开始
跃跃欲试。

前有干部示范开路，后有扶持基金
托底，科技离农民近了。可还不够，第二
招：组建科技信息员，发放贷款信用证。
每年的推介会只有

'

天时间，推介以后
更多的时间里假如农民碰到难题怎么
办？为此，霍童镇在

")

个行政村村村设
立了科技信息员，及时了解反馈当地农
民推广“五新”的情况。

"##)

年
*

月，八斗
村农民钟胜平和其他农民种植的脐橙新
品种只开花却不结果，当地信息员知道后
立即上报镇里，镇里随即请来专家现场指
导，仅仅过了两周，问题就解决了。“刚开
始时，我们还不好意思说，怕人笑话。以后
再搞新品种时咱可就没后顾之忧了。”而
今，脐橙使八斗村群众的年均收入从当初
的

!###

元提高到
$###

多元，去年全村仅
此一项收入

")

万元。
在此基础上，蕉城区整合区镇两级

!#

多个涉农部门的资源，成立了“农村社
会服务联动中心”，抽调了

!'

名工作人
员，并聘请当地

!#

多名农业专家组成服
务团，坚持常年服务。霍童镇经过争取，
还对全镇所有接受“五新”的农户，发放
信用证，凭此即可无条件获得最高

"

万
元的信用贷款。

据统计，
&

年来，霍童镇通过推介会
这个平台，累计推出新品种

!###

多种，
")

个行政村中有
!%

个建立了各类农业科技
示范片，培育了

"&#

多户科技示范户。

山东省沾化县农村妇女时路

梅采用自然养猪法，一年出栏毛

猪
&##

余头，实现了污染零排放、

生产低成本、猪肉好品质———

猪舍里的

健康革命
李晓光 李向中

阳春时节，杨柳飘絮，生机盎然。
$

月
!"

日，我们走进山东省沾化县大高镇流钟村村
民时路梅的养猪大棚，只见有的猪不断地拱
“食”，有的躺在“床”上舒服地打着呼噜，闻不
到一丝传统养猪场的臊臭味儿。原来她养殖
的

"##

余头猪生活在一种生物发酵床上。
“棚温适度，猪长得挺快；猪不断地拱菌，

懒猪变‘勤猪’，提升了猪肉品质；这种菌还及
时转化猪的粪便，净化了猪的生长环境。”看到
有客人来，正在猪棚里撒干料的时路梅边说边
放下手里的簸箕，“俺自去年以来，采用自然养
猪法出栏猪

&##

余头，赚了
)#

余万元。”
时路梅说的自然养猪法又叫生态环保养

猪技术。就是在猪棚内砌制
&#

厘米深的水泥
池，将菌种按一定比例掺拌木屑、谷壳、稻糠
等，调好湿度发酵后作为猪舍的垫料，把猪崽
放入就可以养殖了。

)#

岁的时路梅曾经圈养过猪，一年出栏
七八头，挣钱不多不说，为了养猪的臊臭味，
邻居没少和她拌嘴，一家养猪四邻不和。去
年，看到猪市行情见好，她又有了养猪的想
法，在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上学习到了
自然养猪法，于是坚定了养猪的念头。在县畜
牧站的帮助下建起了养猪大棚。

说起自然养猪法的好处，时路梅有一本
增收节支环保账：省水，仅猪饮用、垫料表面
湿度保持、滴水降温需要用水；省料，猪拱食
菌体蛋白，改善肠道环境，提高饲料转化率，
可节省精饲料

!#(

—
!'(

；省工，仅喂料、翻扒
垫料、清扫饲喂台、调整湿度用工，无需清粪、
冲圈。一个人就可以饲养

'##

—
!###

头肥猪，
!##

—
"##

头母猪；省电省煤，发酵床产生热
量，猪棚冬季无需耗煤用电加温；省地，猪粪
便可以依靠垫料自然降解，

$

年后垫料清除
后还可以作为优质有机肥，无需建沼气池、污
水池和粪便处理场……

除此之外，采用自然养猪法还能提高猪肉
品质。在养殖大棚里，猪恢复了拱食和沙浴的
生物习性，采食菌体蛋白，抗病力增强，发病率
减少，用药减少，解决了猪肉的药物残留问题。
“我们就是坚持循环农业的理念，把农村

的废弃物充分利用起来，转化为生物质能，推
进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协调发
展。”沾化县县长贾善银说。锯末、稻壳、花生
壳、玉米秸秆等废弃物都可作为垫料原料加
以使用。养猪场内外无臭味，氨气含量显著降
低，猪的粪尿在养殖过程中提前消化，实现了
粪污的零排放。不需要专门清理猪棚里的粪
便，没有冲圈污水，也不会对环境及地下水源
造成污染。

说起自然养猪法的经济效益，时路梅算
了一笔账：每头生猪节约用料、用水、用电、用
煤约

'#

元，节约兽药、疫苗费用大约
!#

元，
节约劳动力成本大约

"#

元，增加销售收入大
约

)#

元，增收节支可达
!!#

元。去年至今，她
养殖的猪出栏

&##

余头，比传统养殖法缩短
了

!#

天时间，少用饲料
)

万多斤，光料钱省
下

'

万多元。
今年，沾化县大力推广自然养猪法，成立

了自然养猪法技术服务中心，养猪户自发成
立了养猪协会，建成自然养猪法规模化养猪
场

'$

家。做到了统一规划（猪舍建设）、统一
良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等“五个
统一”，实现养殖规模化、品种优良化、饲料绿
色化、利润稳定化。

寿 光

菜博会展示名优稀特品种
本报电 （韩迎祥、陈建军）由农业部、商

务部、科技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主办的
第九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将
于

)

月
"#

日—
'

月
"#

日在山东寿光举行。
以“现代、科技、希望”为主题的本届寿

光菜博会，主展区面积达
$'

万平方米，将集
中展示现代科技支撑下的蔬菜栽培前沿技
术、当今国内外蔬菜新品种以及名优稀特品
种，其中在果树展厅展示的稀有珍品就有
!$#

多种。

上 饶

灾后补植造林忙
本报电 （郑孟仙）“人从脚下暖，植物

也一样，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苗木再‘受
冻挨饿’！”日前，在江西省上饶县董团乡江西
远泉实业集团，市里的林业专家正在这个全
省最大的苗木基地指导农业工人施肥、剪枝、
补种、抢苗。

今年
!

月中旬以来，
'#

年未遇的持续雨
雪冰冻天气给上饶林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

全
市林业受灾面积高达

'#$-*)

万亩。该市林业
部门迅速启动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截至
目前，全市已完成全年造林面积的一半以
上。

南 汇

搭建现代农业国际流通平台
本报电

.

南慧文
/

近日，由上海南汇现代
农业园区和上海谷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
发的上海名特农产品国际物流与交易基地开工
建设

,

该基地将建成集聚度、能级度、辐射度和
影响力较强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服务平台。

该基地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洋山
深水港之间，首期总投资

*

亿元人民币。据预测
,

该基地全部建成后年农产品交易配送量将超过
"##

万吨，额度将超过
!##

亿元人民币
,

并创造
就业岗位

'###

个，直接带动农户
'#

万户。

眉 山

“电老虎”变成“电保姆”
本报电 （胡刚）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公司

通过实施电力惠农行动，努力解决农民在用电方
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以前农民眼中
高高在上的“电老虎”变成了深受农民欢迎的“电
保姆”。

眉山电力公司
"##!

年底成立以来，累计投
入

'-!

亿元对全市农村电网进行了改建，全市农
村居民到户平均电价由

#-+'

元
0

千瓦时下降到
#-)+*'

元
0

千瓦时，累计减轻农民用电负担
!-&*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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