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故 事 2016年12月22日 星期四 15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秦文竹秦文竹

邮邮 箱箱 jjrbzggs@jjrbzggs@163163.com.com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助力
贫困地区脱贫成为众多科研人员努力的
方向。日前，《经济日报》记者来到湖北武
汉、湖南花垣、四川蒲江等地，探访中科院
武汉植物园如何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精准
扶贫，让猕猴桃变成扶贫“奇异果”。

科研成果应用于田间地头

早在 1978 年，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就
开始了对猕猴桃属植物的全面系统研
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武汉植物园的科
研人员成功选育出“东红”“金圆”“满天
红”“金玉”“金艳”等14个优异品种，全面
解决了我国绝大部分猕猴桃栽培品种的
授粉问题，推广的新品种在国内外高端市
场占有15%以上的份额。

近些年，为了让研究成果应用于田间
地头，带动农民脱贫致富，中科院武汉植
物园猕猴桃科研团队加强了与地方政府
和各级企业、合作社的联系。

武汉植物园党委书记罗志强介绍：
“我们在贵州、湖南、安徽、湖北等交通
不便、耕地极少、农业产业结构单一、
贫困人口多的山区县市，建立猕猴桃示
范基地 12 个，通过扶持当地专业合作
社、引进销售企业，来解决产品的市场
问题。针对连片经济特困区的产业发
展，我们在已有新品种创制及转让的基
础上，开展规模化推广示范，实现从

‘特色农业新种质创制’到‘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的提升，进行精准扶贫。”

“烂摊子”变“聚宝盆”

最早尝到武汉植物园科研成果扶贫
甜头的地方是四川省蒲江县。蒲江县位于
北纬 30 度，是世界公认的猕猴桃最佳种
植区。目前，蒲江是全球最大的优质黄肉
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国家级猕猴桃标准
化示范区、出口猕猴桃质量安全示范区。
2016 年，蒲江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 10
万亩，产量 7 万多吨，产值 7 亿多元。果农
的年纯收入达到每亩 1 万元以上，1 万多
名农民因为猕猴桃实现脱贫致富。

这一切，皆缘于 10 年前蒲江县与中
科院武汉植物园的牵手。

10年前，因为遇到招商骗局，新成立
的四川中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退维谷，
蒲江县面临着猕猴桃产业化难以推行的
烂摊子。万般无奈的公司派人来到中科
院武汉植物园求助，植物园当即决定，派
钟彩虹研究员前往蒲江。

接到任务，钟彩虹二话不说踏上了去
往蒲江的车。到了蒲江，她才发现当时蒲
江引种的猕猴桃品种受到国外专利保护，

未经授权不能种植。考察之后，钟彩虹为
当地引入猕猴桃明星品种“金艳”。为了
打好第一仗，钟彩虹在最早种植的 15 亩
示范田中投入了大量心血，在她的悉心照
料下，示范田第二年初果期亩产就达800
斤。“按这个趋势预计，第 4 年盛果期时，
可稳定亩产 4000 斤左右，每亩利润高达
4万元。”钟彩虹说。

打好了第一仗的钟彩虹并不满足。
10年来，她坚持在蒲江进行技术讲解，培
训专业技术人才，为蒲江县的猕猴桃产业
发展提供持续的技术保障。

四川阳光味道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瑜华见证了蒲江猕猴桃产业的全部发
展历程。“10 多年来，钟老师和她的团队
跟踪研发了少劳力栽培、不同种植栽培架
式、采后储藏保鲜等配套技术，建立了果
实采收标准和质量分级标准，制定出3项
种植技术规程和 2 项采后贮藏保鲜技术
规程，改变了传统种植模式，为我国猕猴
桃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张瑜华说。

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共有 4 个自然

寨，225 户 939 人，人均耕地仅 0.83 亩，且
耕地以山地为主，农耕条件很差。“脱贫要
做什么产业？当时有人认为要种油茶，有

人认为要养牛、养猪。”花垣县扶贫办主任
麻文权回忆道，“也有人提议种猕猴桃，十
八洞村的山上有不少野生猕猴桃，这里的
纬度、海拔、气温、土壤都非常适合种植猕
猴桃。经过多次考察，我们最终决定发展
猕猴桃产业”。

做出决定后，花垣县有关部门负责人
来到了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寻求支持。中
科院武汉植物园猕猴桃科研团队接下了
这个任务。为了让花垣县更加直观地了
解猕猴桃产业，团队先后多次带着花垣县
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农民代表前往蒲江等
地实地考察，与当地政府官员交流、到龙
头果品企业参观、到果园实地探访，蒲江
县的猕猴桃产业发展成绩以及种植农户
因此脱贫致富的局面让花垣县代表深受
鼓舞。而后，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为花垣县
提出了种植“金梅”“金艳”“金桃”“东红”
等猕猴桃新品种的建议和规划，并提供全
方位科技支撑。

为了弥补十八洞村耕地面积不足的
缺陷，十八洞村在村内流转100亩土地建
设精品猕猴桃示范基地的基础上，又在相
邻的道二乡花垣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流转土地 900 亩，创办了一个占地 1000
亩的猕猴桃产业园，村民以入股方式受
益。“技术上有钟彩虹老师坐镇，我们十分
放心，猕猴桃还没挂果，四川阳光味道有
限公司就下了订单，以保底价收购了全部
产品。”十八洞村党支部第一支书施金通
兴奋地说。

十八洞村与阳光味道有限公司的合
作，也是钟彩虹从中牵线而成。阳光味道
有限公司为什么对花垣县猕猴桃产业这
么有信心？张瑜华坦言：“在蒲江猕猴桃
产业最困难的时期，钟彩虹老师扎根蒲江
基地 3 年，直到猕猴桃挂果，技术员培训
到位，才返回武汉。我是对武汉植物园和
钟彩虹老师的团队有信心。”

▲ 钟 彩 虹
冒雨在猕猴桃园
为果农讲解种植
技术。

◀ 中科院
武汉植物园实验
室内，科研人员
在做实验。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猕猴桃变身扶贫“奇异果”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科技扶贫纪实

本报记者 袁 勇

从 2006 年 到 2016
年，河南大学“母亲助学活
动”走过了10个年头。10
年中，“母亲助学活动”从
最初的帮助河南大学的贫
困学子扩展到帮助河南兰
考、南召以及云南金平山
区等地的贫困生。

目前，“母亲助学活
动”已募集善款近 140 万
元、图书 7000 余册、文具
7000 余套⋯⋯帮助贫困
学生2000余人次。

“母亲助学活动”始于
一封博客上的倡议书。

2006年12月5日，河
南大学德语系老师张晓晖
得知自己的一个学生用睡
眠来抵抗饥饿时，内心被
深深地刺痛了。第二天凌
晨两点多，他在博客上发
出了筹款倡议。

“母亲的爱是最伟大
的，也是不求回报的，希望
参与‘母亲助学活动’的捐
助人，能够像无私的母爱
一样不求回报。”所以张晓
晖以母亲的名义发起捐
助，后来定名为“母亲助学
活动”。

张晓晖的博客总点击
量只有 20 余万人次。发
出倡议书后，他一直担心

“会有人捐款吗”？
出乎意料的是，没多

久，就有 8 位网友先后捐
出2500元，张晓晖也捐出
1000元。一个多月后，张
晓晖将 3500 元送到河南
大学7名贫困生手中。

原本打算发起一次捐助后就不再继续的张晓晖，
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网友的汇款，这使他下定决心
将“母亲助学活动”坚持下去。

“直接捐助贫困生，无任何中间环节，保证所有捐
赠 100%落实到学生手中。”这是张晓晖给出的承诺。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母亲助学活动”的运转情况，张晓
晖将捐款信息在博客中实时更新，每位受助学生的基
本情况以及每笔捐款去向都随时公开。账户每支出一
笔钱，他都会把受助者信息和银行凭证寄给捐款人。

“我愿意捐款，虽然我正在还房贷。我只想申明一
点，请务必将这些钱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
网友石头的留言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据张晓晖介
绍，刚开始捐款人大多是自己的好友，更多的网友不是
不想捐款，而是在观望，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人
们最怕的就是受骗。

“这个社会不缺少爱心，只是需要提供放心传播爱
的渠道。”张晓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助学活
动”的信息公开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任。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晓晖得知河南南召山区有很
多贫困学生上不起学，经过实地考察，他决定资助南召
这些孩子。张晓晖每次去山区的路费、食宿费以及买
给孩子们的礼物都是自己掏腰包，只有直接送到学生
手中的钱来自“母亲助学活动”资金。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不让他们受助时有压力，
张晓晖每次都悄悄家访、默默捐助，低调得像走亲戚。

在张晓晖眼中，那些贫困的孩子不仅需要物质上
的资助，更需要心灵上的理解与关爱。不联系媒体、不
拍照，也不大张旗鼓举办捐赠仪式，最大限度保护贫困
生隐私，是“母亲助学活动”坚守的理念。

每次捐助时，张晓晖都会鼓励受资助孩子好好生
活，自信地面对未来。他没有强调要把钱用在学习上，

“我告诉他们，只要觉得能对自己的未来有帮助就可
以。也许你需要一个MP3，就用这笔钱买吧”。

在河南大学“母亲助学活动”十周年公益沙龙上，
张晓晖说：“大家总认为我影响和带动了很多人参加公
益活动，其实是一群善良的人感动着我、推动着我，让
我无法停下和他们一起做公益的脚步。”

张晓晖的公益行动深深影响着身边的人。他的学
生已有200多人在毕业后捐款或支教，其中30人还加
入了“一对一”帮扶的行列。

受到帮助的贫困生，更是义无反顾地接过了助学
的旗帜。小王曾经是一名接受资助的大学生，在暑假
打工挣了500元后，他毅然为助学金捐了100元，成为
第一个回捐的学生。

来自南召的薛杉杉2014年考入河南大学，她在高
中期间接受了“母亲助学活动”3 年资助。来到河大
后，她第一时间联系到张晓晖老师，加入了“母亲助学
活动”志愿者，跟张老师一起去山区支教、看望孩子。

展望未来，张晓晖深情地说：“下一个 10 年，我们
会继续走在公益之路上，也期待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
用自己最实际的志愿服务为孩子们送去温暖。”

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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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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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晴

今年9月22日9点30分左右，罗伟被
发现倒在乡政府一楼卫生间门口。送往
医院途中，他还紧紧抓着公文包不松手。

妻子吴巧云打开公文包时，发现里边
装着扶贫工作台账、政策汇编、贫困户家
庭基本情况等资料，甚至还有一包铁钉。

“一件件拿出来，足足有 5 斤多重。
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始
终放不下村里的人和事，唯独没有他自
己。”马皮乡副乡长薛朋安哽咽着说。

罗伟是南方电网广西贵港供电局派
驻桂平市马皮乡水秀村“美丽广西”乡村
建设（扶贫）工作队队员。今年 3 月，新一
轮脱贫攻坚战在八桂大地打响，贵港供电
局根据贵港市委的统一部署，选派一名党
员到水秀村担任扶贫工作队队员。

“我是桂平人，我熟悉情况，让我去。”
时任贵港供电局安监部专责人员的罗伟
主动请缨。

“罗伟第一天来村里就说，我来到这
里，就得做点实在事。”村委会主任陆修其
说，水秀村虽然去年已摘下“贫困村”的帽
子，但仍有29户贫困户。

驻村期间，罗伟看到村民没有公共活
动室和阅览室，文化生活非常匮乏，就争
取到帮扶资金 5 万元，在原村委会办公楼
上加建一层，用作村民的公共活动场地。

罗伟在村委会办公楼中午休的床头，
整齐地摆放着 7 本养殖类、种植类书籍。
陆修其说，午休时罗伟也没闲着，经常靠
在床头自学农业技术，希望能帮助村民找
到更合适的脱贫路子。

水秀村村民收入低、来源单一。今年
年初，乡里引进经济能人，在村里开办起
一个种植富硒水稻的专业合作社。刚开
始很多群众都在观望：富硒稻价格虽高，
但护理难、亩产低，赚不赚钱心里没底，有
的宁愿把地荒着也不愿加入合作社。

罗伟就天天去村民家里“游说”。“地
荒了，人也就‘荒’了，我们还是要靠自己
的努力去脱贫致富。”他挨家挨户地宣讲
富硒米的种植方法与收益情况，消除村民
疑虑。终于，17 户贫困户办理了贫困贷
款，16户村民加入合作社种植富硒水稻。

今年 7 月，水秀村合作社迎来首批富
硒水稻收割季，每亩收入比普通大米增加
4000 多元，罗伟协助村民们找到了一条
实实在在的脱贫致富路。

在罗伟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水秀村
今年第一批贫困户脱贫摘帽“双认定”数
量已达到脱贫目标的300%。

9 月 22 日，罗伟因劳累过度引发急性
心肌梗塞，经全力抢救无效，倒在了新农
村建设和扶贫岗位上，时年55岁。

在送别罗伟的追悼会上，78岁的农民
黄振才颤抖着双膝长跪在灵柩前，用最质
朴的方式表达着感激和怀念。

就在9月22日上午，黄振才还接到罗
伟的电话，说他家的贫困贷款手续已经办
好，开完会后就把资料送到他手里。

黄振才老人的儿子黄德庆是罗伟在
水秀村的两户对口帮扶贫困户之一。今
年黄德庆的大女儿黄燕霞考上了大学，全
家人既为黄家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而高

兴，又为近万元的学费而发愁。
罗伟得知消息后赶到黄德庆家：“学

费的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实在不行我自
掏腰包也要支持孩子上学。”

为帮黄燕霞办助学贷款，罗伟一个月
内往黄家跑了 11 次，终于在开学前将贷
款顺利办了下来。“罗伟是我们黄家的恩
人，他的包里装着我孙女的人生希望啊。”
黄振才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罗伟的公文包里还装着他结对帮扶
的另一户贫困户黄南荣家的资料。黄南
荣妻子患病，全家生活靠他一人支撑。罗
伟一次次上门走访，帮助他家办理低保和
贷款，就在所有手续都办理完毕，正要送
到他们手上之际，罗伟却骤然离世。

水秀村小学的师生们记得，罗伟公文
包里的那包铁钉，曾多次修补过课桌椅。

“他说过要帮学校做成三件事：购买
一批新课桌，改善孩子们的学习条件；在
学校四周种上树，让孩子们在绿荫下读
书；给孩子们上几节用电安全教育课，最
大程度减少家庭用电隐患。”校长陆修球
说，没想到还没全部做完，他就倒下了。

“罗伟在工作队中年龄最大，但他跑
得最勤、角色转变最快、跟群众关系最
亲。”桂平市“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
工作队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杨丽峰说。

“那天早上，他说有点不舒服，我劝他
就不要进村了，他不听，还说是天气热的
缘故，喝了口凉茶就出门了。没想到，这
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妻子吴巧云抹着
泪说：“他就是一点不肯偷懒。”

◀ 黄振才

老人一家追思

罗伟。手中照

片是罗伟上门

建立贫困联系

卡时，在黄家

门口的留影。

韦振宏摄

生命最后时刻生命最后时刻，，他放不下村里人和事他放不下村里人和事
——追记原追记原““美丽广西美丽广西””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扶贫扶贫））工作队队员罗伟工作队队员罗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童童 政政 周骁骏周骁骏

近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
员钟彩虹又来到花垣县的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为当地果农做猕猴桃种植技术
讲解。过去两年中，她大约每两个月来
一次，查看果苗的生长情况，告诉果农们
注意事项。

钟彩虹说，“大多数果农都不能一次
理解技术要点，我要一遍又一遍地讲”。

一遍遍的讲解中，钟彩虹也在不断
学习怎样更好地给果农们授课。果农们
不知道什么时候给猕猴桃切枝，钟彩虹
就借用烟卷粗细来比喻切枝的时机，果
农们对“留母芽 20 至 30 厘米”没有概
念，钟彩虹就对他们说，家里吃饭筷子多
长就留多长。

钟彩虹今年 48 岁，研究猕猴桃 24

年了。对她来说，常年奔波在贫困地区
的田间地头与果农们打交道已成常态。
在她看来，科技扶贫不仅要靠技术，还要
靠心中的坚守。

近10年来，钟彩虹和她的团队在全
国猕猴桃产区建立核心示范基地12个，
涉及 8 个国家级贫困县、1 个省级贫困
县，累计上课近300次，编写培训教案50
余份，培训中层技术人员 5000 余人次、
基层一线田间操作人员4.2万余人次。

这些付出，换来了一份亮丽的成绩
单：武汉植物园猕猴桃科研团队共推广

“金艳”“东红”“金桃”“金圆”“满天红”
“金梅”等新品种21万余亩，配套高效生
产技术辐射68万亩，累计产值100亿元
以上。

心中的坚守
本报记者 袁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