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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技创新

照亮希望的田野

从矮砧苹果到无刺花椒，从智

慧牧场到数字菜园，从品种单一到

新品迭出，从传统作务到机器人干

活……近年来，宝鸡农业加快向现

代农业转型升级，而产生这一显著

变化的蓬勃动力来自科技创新。

去年以来，我市整合各方科技

力量，创新推出科技特派员产业技

术服务团制度，围绕“3+X”特色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结合我市苹

果、奶山羊、高山冷凉蔬菜等农业主

导产业和县域农业特色产业发展

需求，从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市属

农技推广部门、高级职业农民、乡土

科技人才和科研团队中选派 138名

市级科技特派员，首次成立苹果、奶

山羊、核桃、粮食（高粱）、蔬菜、中药

材、猕猴桃、花椒等 8个科技特派员

产业技术服务团，将科技特派员下

派至农村基层助农兴企，为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两年

来，广大科技工作者热情服务广袤

农村，创新创业活力竞相迸发，全市

“三农”工作出现产业兴旺新气象。

从单兵作战到团队服务

在千阳农村，李丙智教授是

家喻户晓的苹果专家，自 2012 年

以来，他担任千阳苹果试验示范站

首席专家，致力于矮砧集约高效栽

培技术的示范推广。最近 5 年，他

累计在千阳县宝丰村、南寨村驻点

1000 天以上，并针对农民需要，编

写和出版了 3 本关于苹果栽培技

术的书籍，免费发给农民。去年，他

成为市科技特派团苹果服务团团

员，从单兵作战进入团队服务。

“今年三四月，正值苹果花期，

千阳却遭遇低温阴雨天气，我们适

当推迟疏花疏果时间，待坐果稳定

后再疏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因授粉不良而造成坐果率差的问

题。”市蚕桑园艺工作站副站长、

正高级农艺师李广文说，“自去年

组建苹果服务团以来，我们累计入

园服务 120 余次、举办培训 45 场

次，3100 人次受训，引进瑞香红、

瑞雪、秦脆、维纳斯黄金、英伟等 9

个苹果新优品种，解决了 20 多个

技术问题。”今年秋季我市阴雨连

绵，各地苹果出现着色不好、病虫

害、基肥施入难等问题，李广文和

苹果服务团的团员们，及时撰写技

术指导意见，在果农中快速传播指

导生产 ；又深入包抓园区，现场培

训指导开展救灾，把灾害损失降到

最低。

“科技让千阳苹果实现了脱胎

换骨。”千阳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

责人说，近三四十年，千阳苹果产

业经历了两次砍树风波，一次是上

世纪90年代，农民纷纷砍掉“秦冠”

发展其他产业；一次是 2010 年前

后，农民砍掉“富士”重新种粮。究

其原因，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适应

全国发展形势。最近十多年，数百

位科技特派员持续不断为千阳引

进苹果新品种、研发新技术、推广

新模式，千阳变成了果乡，苹果成

为县域经济首位产业。

金秋九月，位于千阳县的宝鸡

木美土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M26

自根砧苹果品种评价园里弥漫着

浓郁果香，22 种苹果成熟了，九月

奇迹、蜜脆、阿珍富士等颜色各异、

口味不同的苹果新品种让人们大

开眼界，全市苹果新品种示范观摩

暨品质鉴评会在这里召开，专家们

一边品鉴一边交流技术。

目前，服务千阳苹果产业的是

一支 20 人的团队，有果树专家、土

壤环保专家、果园工程建设专家以

及经济金融专家等，这是一个跨学

科、跨部门的科技特派团，他们同时

为全市苹果产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依靠科技力量，千阳形成以

“矮砧大苗、格架密植、水肥一体、

机械作务”为主的苹果种植技术规

范体系，引进的海升、华圣、木美土

里等龙头企业坚持走高端路线，在

科技特派团的支持下，企业在全球

范围内寻找、试验适合千阳的苹果

品种，同时根据地形地貌进一步提

升苹果种、管、收的机械化水平。如

今的千阳，已经从一个贫困落后的

山区县，成为引领全国矮砧苹果产

业创新发展高地，拥有全国最大矮

砧苹果生产基地和苗木繁育基地。

农业全产业链的宝鸡实践

让一粒高粱变成一滴醇香的

西凤酒，是市科技特派团粮食（高

粱）团在西秦大地写出的一篇精彩

论文。

“小麦、玉米、甘薯、豆类、高

粱等都属于粮食，为支持千亿白酒

产业集群建设，粮食团特意强调了

‘高粱’。”宝鸡市农科院院长刘明

慧是粮食（高粱）团团长，接到种高

粱的任务，他们首先开展恢复育

种，先后从全国种子基因库引进

“晋早 5564”“红甸子”等 62 个酒用

高粱新品种，建成 200 亩新品种示

范基地和 2 万余亩种植基地。“淀

粉是产生酒精的主要物质，酿酒用

的高粱必须淀粉含量高，酒的香味

来自高粱中的单宁，但是单宁含量

太高，会影响微生物的发酵。”刘明

慧说，经过反复实验，最终选择单

宁含量在 0.5%-1% 之间的红甸

子高粱作为西凤酒专用原粮。

“今年高粱收购价每公斤超过4

元，一亩地产值达到 3000多元。”秦

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粮食（高粱）

团的指导下，种植红甸子高粱获得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公司负责人说，

公司还投资建设了原粮深加工产业

园配套项目，专门给西凤酒供应原

粮，把高粱种植和加工链条连起来。

在我市，串起高粱育种、实验、

示范、种植、加工、酿酒、酒糟还田

全产业链的正是粮食（高粱）团，团

员们加强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

产学研合作，在凤翔柳林创新推出

“科技特派团+ 高校+ 企业/ 合作

社”模式，为我市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蹚出了一条新路。

眼下正是红薯大量上市的季

节，各地市场上卖得最好、最快的红

薯是“秦薯 5号”，吃起来像板栗一

样。最近，市场上又出现一种“最好

吃的紫薯”，名叫秦紫薯 2号。培育

出这些甘薯新品种的是宝鸡市农科

院的专家们，他们也是市科技特派

团粮食（高粱）团的成员。

上世纪 90 年代，凤翔虢王镇

农民开始种植红薯并尝试育苗，获

得成功后，红薯产业在这个镇不

断发展壮大，并成为主导产业。去

年，农户培育的红薯苗出现黄叶、

小叶、卷曲等情况，客商买回去种

植后出现减产等问题。刘明慧调研

后发现，这是感染了SPVD 甘薯病

毒，他手把手教农户培育脱毒苗，

阻止了病毒传播扩散。

在粮食（高粱）团专家的长期

指导下，虢王镇的农户学会了使用

脱毒苗、滴灌、无人机植保、机械覆

膜采挖红薯等技术，依托各村集体

经济组织，全镇从红薯育苗、种植、

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持续发力，

不断做大做强红薯全产业链，叫响

了“薯香虢王”品牌。目前，全镇红

薯种植面积达到 1.2 万亩，年产量

在 3 万多吨，销售收入 7000 万元

左右。  

“最强大脑”助力乡村振兴

宝鸡西山地区土地贫瘠、粮食

作物产量低，但是非常适宜柴胡生

长。进入新时代后，当地群众想种

植柴胡致富，可是不管采取春播还

是秋播，柴胡出苗率都很低。

群众将这个问题反映给市科技

特派团中药材团团员李炳生，李炳

生反复调研终于找到原因：西部山

区村民居住分散，种植及管理方法

也不相同。按照传统种植方法，柴胡

多为春播或秋播。由于山坡荒地基

本没有水利条件，柴胡出苗常会受

到春旱和秋旱的影响，有时难以出

苗，有时出苗后因干旱而死亡。

李炳生分析，宝鸡地区的气候

春秋两季虽干旱少雨，但七八月雨量

充沛，利用雨季到来之前在玉米地进

行夏播套种，可促使柴胡出苗，这一

试验果然成功了。柴胡夏播套种技

术，不仅发芽率高，满足了对柴胡幼

苗的遮阴，还不影响当年小麦及玉米

的收成，起到了增产增收作用。

柴胡夏播套种技术使得西山

地区柴胡发展很快，当地群众不仅

通过种植柴胡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还成功申报了“西山柴胡”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提出把西山打

造成“全国最大的优质柴胡产业基

地”目标。

李炳生是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中医药学院教授，他在教学中潜心

研究各种中药材的种植技术，被市

科技局聘请为科技特派员后，他考

虑到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农民群众，

为了让群众能够听得懂、看得见、

学得会，他把自己的实践过程以及

技术要点，全部用手机拍下来，制

成幻灯片，毫无保留地教给种植

户。“农民认真的程度，比学校里的

学生还高。”李炳生说，加入中药材

团后，每年寒暑假他都在各县区农

村教农户种植中药材，服务“三农”

的实践，也给自己的学术研究带来

源源不断的创新思路，更让他开心

的是，交了很多农民朋友。

在秦岭腹地太白县，有一个

1000亩的“数字化菜园”：大田和设

施大棚安装了 157 套传感器，分析

土壤，检测温度、湿度、EC值、pH

值、生长环境、病虫害；灌溉用物联

网连接智能水肥一体机；种菜使用

蔬菜移栽机、起垄覆膜机、植保无人

机等；所有操作都在一个云平台上，

下载App，在手机上就能做一个快

乐农夫。太白县绿蕾农业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艾科平是市科技特派团蔬

菜团团长，他是“数字化菜园”的管

理者，科技创新赋予这个高山菜地

神奇力量，每年生产的数十种蔬菜

直供香港地区，年产值近千万元。

8 个科技特派团围绕乡村振

兴做文章，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

蔬菜团实施科技项目 12 个，争取

资金 615 万元；猕猴桃团示范了瑞

玉、金桃、农大猕香、农大郁香等 11

个猕猴桃新品种，推广了病虫害防

治、配方施肥、人工授粉、定量挂果

等 8 项优果技术；奶山羊团取得

了“首次建成省级奶山羊核心育种

场”“首次建成奶山羊优质牧草试

验示范站”“首次挂牌成立了奶山

羊产业联合社”等 10 项成绩；苹果

团对我市果业发展形势进行全面

调研，形成了《宝鸡市果业高质量

发展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调研

报告；粮食团、中药材团、核桃团和

花椒团大力开展技术培训和科技

服务，均取得积极成效。

两年来，我市科技特派团队

伍进乡村、下田野，把实验室建在

田间地头，增加了技术的源头供

给，突破了农业生产的技术瓶颈 ；

团员们围绕产业和农业需求，参

与招商引资，将新项目、新经营方

式引进农村，推动农村科技创新

走向纵深 ；团员们带来的先进农

业科技成果和现代农业生产理念

已在我市农村扎根。“科技兴农”

促进农民增收、乡村致富、农业发

展，宝鸡科技特派团真正“把论文

写在了大地上”。

——宝鸡创新推出科技特派团服务“三农”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刁江岭

科技之光

李广文指导群众种植苹果

高级畜牧师边会龙给奶山羊体检

刘明慧（右一）指导农户种植红薯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李炳生（右二）给种植户传授中药材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