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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助农脱贫，他们有“秘密武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曾诗阳

湖南：

家门口有条幸福路
本报记者 崔国强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在科技资源丰富的北京，有大批科
技工作者在北京市科协的组织下，多年
来一直帮扶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很多
教授深入扶贫一线，帮助贫困群众和低
收入群众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经济日
报记者深入一线采访，带您看看他们的
致富成果。

说农民听得懂的话

陈春秀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
研究中心研究员，记者采访她时，这位
60岁的大姐正在北京市顺义区杨镇荆
坨村的菜地里指导农民应对病虫害。
作为一位农业科学家，陈春秀既能“站
得高”，又能接地气。

说起“站得高”，陈春秀团队30多
年前就培育出享誉国内的西瓜品种“京
欣一号”，累计推广面积4500万亩，创
造社会经济价值5亿多元，曾获得农业
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中国首个西
瓜杂交一代品种，如今流行的许多西瓜
品种，都与“京欣一号”有亲缘关系。

说起接地气，北京蔬菜学会助农专
家很多，但每次调研农民意愿，问他们
愿意请哪位专家来讲课，陈春秀的呼声

最高。农民们说：“陈春秀老师讲的，我
们能听懂。”

“要致富，先学技术！农民最需要
技术！”57岁的荆坨村村民李维松已经
认识陈春秀很多年。在他看来，陈老师
讲的课太实用了，都能换成真金白银。

“家里7亩半地种菜，跟陈老师学之前，
一亩地毛收入5000元，现在一亩地收
入2万多元，收入翻了好几倍”。李维松
翻开微信记录说：“今年春天，我家3个
大棚的西红柿刚刚定植，却因为倒春寒
受了冻害，我把照片发给陈老师，向她
请教。陈老师马上回复，把西红柿苗顶
上的尖儿掐了，出侧枝，用侧枝结果就
行。”

李维松掐掉西红柿尖儿，发现产量
基本没啥影响，只是晚熟了几天。如果
没有陈老师指导，就只能把满棚的苗都
拔掉栽新的了，西红柿起码得晚上市
20天，损失就大了。

陈春秀说，“要推广让农民增收的
实用技术，不是在实验室，不是在办公
室，得深入田间地头，把实践跟理论相
结合，把技术做规范，把道理讲清楚，教
简单易学的，农民就明白了”。

“陈老师走到哪儿，哪儿就发
光。”北京市顺义区杨镇荆坨村党支部
书记李晓丰说，荆坨村曾是低收入
村。陈春秀2017年开始到荆坨村指导

“脱低”帮扶工作，引入蔬菜新品种，
做技术培训，通过示范农户带动其他
农户发展，对荆坨村蔬菜产业发展实
行全方位升级改造。

不只是荆坨村，陈春秀善于因地制

宜，为不同地区量身规划适合当地的可
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山西阳泉，陈春
秀推广蔬菜新品种，为3个贫困县发展
5000亩设施蔬菜产业，并连续3年培
训当地农民；在江西瑞金，通过当地种
植业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民设施蔬菜的
发展，农民生活迈向小康；在山东莘县，
通过技术支持对当地香瓜进行品种更
新，莘县香瓜已成为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在山东寿光，通过合理用药、控制温
度湿度减少病虫害的技术培训，原来一
亩菜地一年要用2000元农药，现在只
需800元，不仅降低了成本，食品安全
也更有保障。

科研要与产业并轨

“咕咕，咕咕咕……”还没走进北京
泰丰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记者远远地

就听到鸽子此起彼伏的叫声。合作社
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小黑垡村，
北京泰丰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韩会才这些年生意做得不错，收入稳
定，先后投入300万元用于村内增收

“脱低”工作。很难想象，这位当地村民
眼中的“大老板”，曾为养殖肉鸽赔光所
有积蓄，还欠村里一笔钱。

韩会才2000年开始养殖肉鸽，当

年12月，1000多对鸽子突然发病。
当时肉鸽养殖属于新兴产业，北京没
有专治鸽病的兽医，韩会才带着病
鸽、死鸽一趟趟到专业机构做化验，
几番奔波才知道，鸽子感染了沙门氏
菌。韩会才翻遍技术书，试着自行给
肉鸽用药，但效果不佳，鸽沙门氏菌
病几年都未能根除，严重影响了合作
社效益。加上2003年、2005年禽流
感影响，韩会才亏损越来越大，直到
2006年，他不仅赔光所有积蓄，还欠
村里64万元。

在韩会才一筹莫展时，北京畜牧
兽医学会专家主动敲开了泰丰肉鸽养
殖专业合作社的大门。“2003 年、
2005年，国内禽流感频发，学会理事
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发现，鸽子对于
禽流感毒株不易感，由此推断肉鸽产
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便开始与多家
肉鸽养殖场联系，加快产学研融合发
展。”北京畜牧兽医学会专家步卫
东说。

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韩会才掌握
了防治鸽沙门氏菌病的正确用药方法
和饲养技术，困扰多年的鸽病终于得到
解决。问题迎刃而解，合作社的效益也
得到提升。2008年底，韩会才还清了
所有欠债。

步卫东介绍，北京畜牧兽医学会
与韩会才从此建立联系，对合作社的
肉鸽开展核心群选育、种群提纯复壮
等研究，并指导引进国外肉鸽品种，
以保持鸽群生产性能，适应规模化养
殖需求。随着联系日益紧密，泰丰肉
鸽养殖专业合作社先后成为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肉鸽养殖试
验基地、北京畜牧兽医学会“科技套
餐”项目基地。

小黑垡村曾是低收入村，村里有
400多名低收入群众。韩会才吸纳低
收入群众加入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共
同致富。60岁的村民李树合在泰丰肉
鸽养殖专业合作社工作5年，负责给肉
鸽添加饲料、打扫鸽舍卫生。由于患有
残疾，李树合此前一直没有稳定收入。

“现在，我和妻子在这里工作，一个月共
有6000元工资。”李树合说，像自己一
样在合作社工作的残疾人还有40多
人，生活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步卫东介绍，通过科技社团精准对
口帮扶，低收入养殖户生活明显好转。

“这也是我们科研人的使命。”步卫
东说。

科技赋能精准脱贫

投身于精准扶贫助农工作的，不只
是北京蔬菜学会和北京畜牧兽医学会
的专家们。北京农学会“智农宝”农产
品电子商务团队，采用“生产基地+深
加工企业+电商”帮扶模式，汇集北京
及周边2300多家覆盖低收入户的农业
基地信息，通过在线精准营销、专家讲
解产品成分的模式，实现农产品“直
供”，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目前，“智
农宝”已辐射北京2000多个社区群体，
真正实现“互联网+社区营销”。

北京作物学会会长、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的对口
帮扶地区包括内蒙古通辽市、河北涞源
县、海南乐东县等地多个村庄。赵久然
的玉米团队结合当地实际需求建立“科
技套餐”工程示范基地，向贫困户和企
业单位提供种植玉米的良种良法。
2019年，他们深入贫困地区开展服务
90天，带动2000多人脱贫。

北京食用菌协会会长、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研究
员刘宇的主要帮扶地区在河北省。他
帮助当地贫困户栽培食用菌，并帮助构
建贫困县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营销生
态和金融保障机制，巩固贫困户致富成
果，防止贫困户返贫。2017年至2019
年，刘宇带动对口扶贫点837户贫困户
户均增收3000元至3500元。

北京农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
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严
海军主要服务新疆、宁夏、内蒙古、浙江
等地的贫困地区，帮助各地解决大量农
田灌溉实际困难和技术问题。5年来，
他深入贫困地区开展服务累计1000多
天，带动2000多人脱贫。他总结出的
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和果树
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已在全国16
个省份建立了近100个示范应用和推
广辐射基地，累计示范推广面积
105.47万亩。

2019 年，北京市科协组织动员
16 家科技社团的 1100 名科技工作
者，通过实施“科技套餐”工程和

“首都科技工作者助力河北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积极开展科技助力精准帮
扶及扶贫工作。

9月中旬的三湘大地，秋高气爽。
记者来到湖南省宁乡市道林镇龙泉湖
村，这里一片湖光山色。

对于龙泉湖村村民朱战武来说，家
门前曾经的那条土路让他记忆犹新。

“那条路真的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2019年4月村里修好路，我的幸
福感一下子就提高了。”如今，朱战武家
种的50多亩黄桃不用运出去，每天来
采摘的就有100人至200人，加上原来
种植的50亩水稻，一年能收入30万元
左右。

像朱战武这样致富的贫困户，在
宁乡市还有很多。宁乡市道林镇石金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建秋身有残疾，
家庭主要收入依靠生猪养殖，在村道
路未拓宽硬化前，生猪出售需用拖拉
机转运到主公路边才能装车运输，不
但费时费力，也卖不了好价格。自从
村公路拓宽硬化后，生猪收购车能直
接开到养殖场，降低了运输成本，提
高了销售价格，他家年收入直接增加
5万元以上。张建秋常说：“如果没有
修好这条路，我的养猪事业就快半途
而废了，公路修好以后，我养猪的劲
头越来越足，幸福感和获得感也不断
提升。”

公路拓宽硬化后，石金村村民刘湘
购买了一台农用车跑运输，年收入7万
至8万元，儿子还购买了一台挖掘机，
年收入15万元，整个家庭一年总收入

22万元。“感恩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刘湘说。

吉首市矮寨镇幸福村紧邻湘川公
路边的矮寨德夯景区服务中心，高速公
路通车7年来，幸福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村民刘山在景区服务中心对面开
了一家特色小吃店。“高速路通到家门
口，乡亲们都开始做些小生意，农家乐
和旅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村民返
乡挣钱，也方便照顾家人。”刘山说。

据了解，湖南省实施25户/100人
以上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工程，
共完成道路建设4.37万公里，直接惠
及3.6万个自然村。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农村公路建设
处处长喻波介绍，近3年的建设充分
表明，通组道路建设切实提高了脱贫
攻坚的成效，极大提升了群众获得感
和满意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目
前，湖南省参与农村公路养护工作的
农民群众超过2.3万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超过 1万人，每月增收
800元至1500元，既帮助贫困户稳定
脱贫，又建立起稳定的养护队伍。“预
计到2022年，湖南省将基本形成权责
清晰、齐抓共管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体制机制，形成财政投入职责明确、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管养新格局。”喻
波说。

说起高科技，很多人都会觉得
“高冷”。这“高冷”往往源于专业术
语垒起的理解门槛：你说的每个字我
都认识，但连起来就是听不懂！

在我国广袤农村，不少在田间耕
作的农民，是 50 多岁、60 多岁，文化
程度不高的中老年人。对他们来说，
就更难理解这些高科技了。

但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高科技，
卫星遥感、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
能、现代生物技术，这些深入城市生
活的高科技，正在改写着农业的现
状。人类发展农业已经有 1 万多年
的历史，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突

破，都会给农业带来新的动力，使它
登上新台阶。我国能实现全民温饱，
离不开农业进步。而随着新一轮科
技革命浪潮到来，未来的现代农业将
让我们吃得更好。

如何让更多农民群众，特别是贫
困地区的农民群众理解科技、用好科
技？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市科协组
织的 1000 多位专家，离开他们的实
验室、办公室，深入田间地头，说农民
听得懂的话，用示范基地做给农民
看、带着农民干，让农民也能享受最
新技术成果。

正是他们的努力，让“高冷”的科

技变得温暖。我们在采访中看到：当
专家用通俗的语言解答农民实际生
产中的困惑时，农民饱经风霜的脸上
露出的笑容，就像孩子们一样灿烂；
当专家给农民提出最新良种、良法建
议时，农民也会自觉地拿出笔和本做
记录，就像小学生一样求知若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
创造财富、追求公平和解决问题的有
力工具。它本身没有温度，但创造
它、使用它的人，可以让科技变得温
暖。人人都向往温暖，科技一旦变得
温暖，就可以更快更好地扩散到需要
它的人群中去。

让“高冷”科技温暖起来
□ 佘惠敏

2019年4月通车的湖南省宁乡市道林镇龙泉湖村自然村公路。
本报记者 崔国强摄

北京泰丰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北京畜牧兽医学会的技术支持下越办越好。 本报记者 曾诗阳摄

阿里巴巴数字农业团队核心创始
成员王巍是阿里巴巴集团派出的第二
批6名“脱贫特派员”之一，派往脱贫攻
坚一线甘肃省渭源县。

初到渭源县，曾帮助“奉节脐橙”做
成年货节消费者首选脐橙的王巍，选择
数字助农帮扶贫困群众，然而却吃了

“闭门羹”。王巍3次邀约拜访当地一
位商家，3次都没见到人。类似情况多
次发生，当地商家普遍对数字农业持观
望态度。

王巍意识到，要“激活”商家的数字
农业思维必须“不走寻常路”。他决定

“造标杆”，让大家感知到数字农业的
“魔力”。

他首先找到当地做薯种和农产品
初加工的李晓梅。李晓梅开了个面皮
厂，产品主要走线下渠道。在帮助李晓
梅做商品规划时，王巍看到面皮的销售
潜力，便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和品牌打
造，推荐至薇娅公益直播专场且通过了
严格的选品流程。

之前，李晓梅的天猫店日均单量只
有几十单，如果登录薇娅直播间，实增
的订单可能会压垮这家店的供应链。
开售前夕，王巍带着两位同事帮助李晓
梅重新梳理了供应链。

直播当天，订单潮如期而至，李晓
梅的天猫店只用了一天就将2.5万单
商品全部发出。此后的“村播日”与阿
里95公益周活动又分别通过李佳琦与

薇娅的直播间各销售2万单，公益直播
3场就超过了前一年的总销量。随后，
王巍还帮助李晓梅培养电商团队、优化
供应链、对接天猫农场，打通数字农业
通路。

一段时间后，王巍帮助李晓梅3分
钟卖出2.5万单红油面皮的事在渭源
传开了。

王巍展示的数字农业“魔力”，赢得
了当地商家的信任，越来越多的商家参
与其中。短短4个月，渭源电商订单从
每天不足1000单，增长到3000单。

“丰产不丰收的现象时常出现，但
数字农业可以突破这个怪圈，通过大数
据判断趋势、以销定产等。我们作为脱
贫特派员要‘授人以渔’，不但传递方
法，也要传递先进思想。相信我们播撒
下去的每粒种子，都会长成参天大树。”
王巍说。

2019年5月，阿里巴巴集团启动
“脱贫特派员”项目。目前，总计已派出
11名资深员工到国家级贫困县助力群
众脱贫，今后还将继续派驻。

“打造一套可持续、可参与、可借鉴
的互联网+脱贫模式，是具有阿里巴巴
特色的脱贫实践。虽然不同贫困地区
的贫困问题和发展瓶颈有所不同，但缩
短数字发展的差距，创造可持续的商业
发展模式，增强自我造血能力，是实现
脱贫的重要途径。”阿里巴巴合伙人、阿
里巴巴脱贫基金执行秘书长孙利军说。

数字助农显“魔力”
本报记者 赵 梅蔬菜专家陈春秀(右)在北京市顺义区杨镇荆坨村的蔬菜大棚里指导农民如何

应对病虫害。 本报记者 曾诗阳摄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收官之年，科技帮扶是精准

扶贫的重要举措。北京市科协引

导16家涉农科技社团积极开展

科技助力精准帮扶及扶贫工作，

服务覆盖全国9个省份35个贫

困县，累计精准帮扶4101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