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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科技特派
员制度推行 20 周年作出重要指示指
出，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年来，坚
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
农”，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党的“三
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的传播
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脱

贫致富的带头人，使广大农民有了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

习近平强调，创新是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

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
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广大科
技特派员要秉持初心，在科技助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不断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周年总

结会议 21 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
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摘自《习近平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
行20周年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 坚持人
才下沉科技下乡服
务“三农” 用科
技助力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人民日
报，2019 年 10 月
22日1版）

手把手传授技术

头戴草帽，手持木棍，脚穿旧雨鞋，一年有 300天
待在深山老林、乡间田野……在南平市光泽县，很多农
民称她为“苏老师”。

“苏老师，七叶一枝花出现了烂叶子的情况，要怎
么处理？”

“你那边最近下雨了吧？先拍张病叶特写照片发给
我看看。”

4月2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前，苏老师刚刚通过微
信指导农民解决了七叶一枝花病害问题。

苏老师名叫苏海兰，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名
“80”后高级农艺师，多年研究七叶一枝花。七叶一枝
花又名华重楼，是我国稀缺珍贵的中药材资源，具有止
血、镇痛、抗炎等功能，是云南白药、片仔癀等 120多
种中成药的主要原料之一。长期以来，获取七叶一枝花
主要靠采集野生资源，只采不种，资源已近枯竭。为改
变这一状况，不少人开始研究人工栽培七叶一枝花，苏
海兰就是其中一位。

从2014年开始，苏海兰几乎走遍了福建各地的深山
老林，了解野生七叶一枝花生长习性。白天进山林、进
大棚，晚上整理总结，苏海兰搜集到了大量的素材。
2016年，苏海兰团队一头扎进闽北贫困山区，对仿野生
状态下七叶一枝花的种苗繁育、人工栽培进行深入研
究，在远离村庄的密林中，种植了2000亩七叶一枝花实
验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潜心攻关，苏海兰团队
突破了七叶一枝花种苗繁育和人工栽培的技术瓶颈，实
现了出苗时间由2年缩短至6个月，出苗率从5%提高至
86.5%。

2016年，苏海兰主动请缨，成为光泽县驻点科技特
派员，推广七叶一枝花的栽培技术。苏海兰每年组织科
技培训20次以上，至今已培训企业技术骨干和农户超过
5000人次，培养了一批种植能手。

2020年初的一天，苏海兰在种植基地察看七叶一枝
花长势时，偶然见到了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的肖天保。
为了给卧病在床的父亲治病，初中毕业的肖天保先后养
过猪、养过蛙、种过西瓜，但都没赚到钱，只能靠种几
亩庄稼地与父亲相依为命。

“我被命运坎坷却勤劳向上的肖天保打动了。”苏海
兰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他，让他早日学会七叶一枝花
种植技术，获得更多收入。

此后，在教授农民技术时，碰上需要演示的环节，
苏海兰总会把肖天保叫上“讲台”，选地、耕地、施
肥、种植、管理等，手把手传授他技术。在苏海兰一步
步引导下，肖天保从技术“小白”成长为了七叶一枝花
基地专职技术员，每月工资 3200 元。“生活有了奔头，
真心感谢苏老师！”拿到工资的那天，肖天保特意打电
话给苏海兰，分享他的喜悦。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通过努力让七叶一枝花这一
稀缺名贵药材，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的致富之花。”2019
年 10月 21日，在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周年总结
会议上，苏海兰代表全国数十万科技特派员发言时这
样说。

同样是在2019年，苏海兰成为了光泽县林业局挂职
副局长。她发起了光泽县级乡土人才评选，帮助种植能
手获得了乡土人才的认证，并成为县级科技特派员，成
为服务农民的“土专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我想做出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让每个乡镇、每个
村都有‘农民科技特派员’。”苏海兰向记者说。

让科研在田间结果

3 月初的一天早上，方文远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火
急火燎地问：“您快瞧瞧这是怎么了？”

打电话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的一位农
户，接电话的方文远是农户们信赖的专家——科技特派

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牛研究所高级畜
牧师。

挂上电话后，农户立马给方文远发来两段视频。视
频中，几头牛眯着眼睛，流着口水，走路摇摇晃晃。方
文远初步判断，这是中毒的症状。为什么会中毒？他想
到了虾钳草。农户经常给牛喂这种草，而春天的时候，
虾钳草生长迅猛，有时农民会喷洒除草剂，很可能导致
牛吃草后中毒。果然，农户头一天晚上给牛喂食了虾钳
草。好在，中毒症状不严重。

方文远很快开出了药方：停止喂料，给牛喂葡萄糖
水，加入维生素C……一系列操作下来，病牛的症状慢
慢减轻，二天后痊愈了。

方文远三天两头就会接到这样的求助电话。“为了
能第一时间给农户解决问题，我的电话是 24 小时开机
的。”方文远向记者说。

2013 年，方文远成为一名科技特派员。从 2017 年
起，他开始担任广西脱贫攻坚贫困村科技特派员牛羊
产业科技服务团秘书长，服务范围覆盖全区大多数贫

困县。
作为科技特派员，除了为农户答疑，方文远将更多

精力投入到乳肉兼用杂交水牛的推广上。“养殖什么品
种容易赚钱是农户最关心的事情。”方文远说。方文远
从事水牛改良和开发30多年，他决心要走好科研的最后
一公里，让科研成果在田间地头转化、落地。

近年来，广西养牛业发展迅速，不少养殖户从北方
引进西门塔尔黄牛和鲁西黄牛等品种，结果引进的牛水
土不服，应激反应大，疫病多，死亡率高。

做钢材生意的吴先寿打算在广西南宁市隆安县城厢
镇那可村办一个肉牛养殖场，但他对肉牛养殖一窍不
通，就从网上搜索信息，从外省买回来一批黄牛。没想
到，大多数牛得了支原体病，他只能请兽医连续给牛打
点滴，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控制住病情，损失不小。

后来，在方文远的引导下，吴先寿开始养殖杂交水
牛。养殖场还应用了牛同期发情技术，母牛繁殖率大大
提高，效益越来越好。

方文远定点服务广西田东县作登乡大板村的几家杂

交水牛养殖场，从牛栏舍设计、饲料配合、杂交水牛选
购等方面悉心指导养牛户。2014年，大板村养牛户黄世
凡尝试买了14头杂交水牛，暂养在简陋的猪圈中，但牛
生长得很好，这激起了他养杂交水牛的兴趣。如今，他
的养殖场里杂交水牛已有 180 多头，累计出栏 150 多
头，每头牛平均利润在5000元以上，带动了周边不少贫
困农户脱贫致富，黄世凡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杂交水牛养
殖大户。

至今，方文远累计服务牛羊养殖示范基地、养殖
场、合作社30多家，推广优良牛品种7个、优良羊品种
4个、牧草品种5个，解决了犊牛寄养、人工授精等关键
技术问题。

“一个电话，能将他调度于白天夜里；一个请求，
能使他奔走于镇里乡间。”不少养殖户这样评价方文
远。8 年来，他走遍广西贫困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2020 年，他发表了 3 篇论文，申请了 2 项专利，都是在
一线推广科研成果经验的总结。

将农民领上致富路

“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卖炭的，一问是西北
农大的！”这句流传在陕西农村的顺口溜，是农民的善
意调侃，说的是身沾泥土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技特派
员。果树专家、西北农大教授赵政阳就是这样一位科技
特派员。

阳春三月，赵政阳又来到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
县的果园，忙活了起来。这片果园是西北农大的苹果
试验站。

2005年 3月，白水县苹果试验站启动建设，赵政阳
担任首席专家。“一开始条件非常差，试验站所在地是
一片荒废的农场，没水没电，吃住也很简陋。”赵政阳
回忆说，“我们租了 3 间房，搭起炉灶，一天只吃两顿
饭。”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团队艰苦创业，将试验站建
成集科研、示范、推广、教学于一体的科学园区，成为
国际一流的苹果试验站。赵政阳团队围绕绿色无公害苹
果生产、旱地矮化苹果高效栽培等重要产业技术问题，
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和技术推广，解决了不少苹果产
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在苹果试验站里，一次偶然的机会，赵政阳见到了
白水县林皋镇北马村贫困户林秋芳。“听说你会嫁接果
树，为啥不自己种点苗子呢？”赵政阳一张口，愣是把
林秋芳给问住了。其实，她是害怕果苗销路不好。得知
林秋芳的担忧后，赵政阳告诉她，白水县要发展20万亩
矮化标准化示范基地，需要大量果苗。谁家做育苗，试
验站会提供全程专业指导和技术帮扶。听了赵教授的
话，林秋芳决定试一试。

2012 年，在试验站帮助下，林秋芳的果苗繁育成
功，当年销售额就达到了 170万元。同一年，林秋芳成
立了秋林苹果专业合作社，率先在白水县建立了“瑞
阳”“瑞雪”苹果新品种示范基地，她自己也靠种苹果
成了村民羡慕的“林百万”。“我的苹果卖起来‘论个不
论斤’，大果能卖到10元一个。”林秋芳自豪地说。

每到果树管护关键时期，赵政阳就深入田间地头，
手把手向果农传授技术。果园还是那片果园，种的方法
一变，“赔钱货”变成了“致富果”。“以前，我家果园
不怎么赚钱，有时还要往里倒贴。”白水县苹果种植大
户魏富宝说，“现在赵教授守在果园里，告诉我们要干
啥、该咋干，一下就把我们领上了致富路！”

在赵政阳和团队的指导下，白水县苹果产值从2005
年的5亿元，迅速增长到2020年的48亿元，成为全国优
势农产品重点基地县和有名的苹果之乡。

白水县的苹果红了，赵政阳的脸却被晒得越来越黑
了。他每年在野外工作 120 多天，渭北高原的沟沟坎
坎、关中果乡的村村寨寨，都留下了这位果树专家的
足迹。

“这么多年没有节假日，有时候也想安静地休息几
天。”赵政阳说，“但我不愿停下来，我要把知识教给农
民，让他们种的果子卖上好价钱。”

“你妈这次身体恢复得不错，这天儿要是不下雨，
我们再去营口洗个温泉吧？”

“行，天儿好了我们随时出发！”听到父亲提议，单
忠雨积极回应。

刚从大连回到沈阳，没过一周，老两口的心又活络了起
来。说走就走，已经成为过去4年间，单忠雨家的生活模式。

64 岁的单忠雨是辽宁沈阳的一名退休交警。退休
后，他将一台客车改造成“孝心房车”。4年时间里，带
着 85 岁的父亲单希俭和 87 岁的母亲付秀英走了 24 万公
里，几乎游遍了全国。

“交警这行，越到节假日越忙，常常春节都不能回
家，对父母一直心有愧疚。”单忠雨说，父母年轻时是沈
阳的产业工人，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去看看外面
的世界。退休后，他就琢磨着如何帮助父母实现心愿，
在二老有生之年，多带他们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梦想的第一站，是西藏。
2016 年的 9 月，秋高气爽。单忠雨至今记得“孝心房

车”驶出沈阳的那一刻，父母望着窗外的景色，沧桑的脸上
写满希冀。

不过，旅程能走多远，单忠雨心里忐忑。为了能够帮
父母圆梦，他提前对拉萨附近的机场及医院等急救场所
做足了功课。到达成都后，单忠雨带着老人又在亲戚家
休整了几天才进藏。

到达西藏的第一天，付秀英就出现高原反应。
“当时担心坏了，决定先在宾馆休息一晚，还不好就

马上打道回府。结果第二天早上没事了，我们才继续上
路。”单忠雨回忆。

当父亲单希俭站上布达拉宫的台阶时，眼泪唰唰地
掉了下来，“做梦都没想到，有生之年真的能来这看看！”

有了最具挑战的开始，接下来的旅行变得更加顺
利。4年时间，单忠雨带着父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
高山到大海，从沙漠到丛林……每到一地，单忠雨都会
安排父母住宾馆，自己和弟弟们住房车。老两口吃不惯外
面的东西，他们就自己做。车里有发电设备和简易厨房，
东北饭菜的香味在旅途中一路跟随。当然，每到一地，单

忠雨也总会给父母买上一些特色小吃，大家一起尝鲜。
对于这些旅行，单忠雨笑称虽然这是“穷游”，条件

是艰苦了一点，但乐在其中。“这 4 年，我们从未生过
病，而且越走越结实，越走越高兴。”

在家休整期，单忠雨大部分时间都在搞创作。毕业
于鲁迅美术学院的他，还是一位丹青高手，“西藏系列”“新
疆系列”“太行山系列”等山水画，都是他一路采风的硕果。

如 今 ， 单 忠 雨 带 着
父母去旅行的做法也影
响了身边的人，出行的
车队少时十几台，多时
上百台车。

“带父母旅行，这本
身 就 是 一 件 最 幸 福 的
事。”单忠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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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活跃在农业农村生产一线，他们传播农业科技——

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本报记者 潘旭涛

3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
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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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科技特派员制度从福建省南
平市起步，后来逐步在全国推开。2002
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对这项工作
进行专题调研，后又在 《求是》 杂志刊发

《努力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福建省南平
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指出
这一做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农村工
作机制的有益探索，值得认真总结”。

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特
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标志
着科技特派员工作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21年来，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活跃在
农业农村生产一线，领办创办了 1.5 万家
企业或合作社，平均每年转化示范 3 万余
项先进适用技术，为科技兴农富农作出了
突出贡献。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科
技特派员，听他们讲述奔走在田间地头的
故事。

退休交警单忠雨的“孝心房车”
胡婧怡 王 远

▲▲苏海兰苏海兰 （（右一右一）） 在指在指
导乡土人才种植博落回导乡土人才种植博落回。。

朱育菁朱育菁摄摄

▼方文远 （左） 在指导农
户选择牛的饲养品种。

资料图片

▶▶赵政阳在果园里赵政阳在果园里。。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底图为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忠信底图为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忠信
茶园茶园。。 郑蔚武郑蔚武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