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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伙 儿 叫 他 邢 师 傅大 伙 儿 叫 他 邢 师 傅
——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邢杰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邢杰

本报记者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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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孙勇（（右二右二））在吉林省白城市华能洮北风电场检查风机安全运行情况在吉林省白城市华能洮北风电场检查风机安全运行情况。。

李宝聚李宝聚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上图上图 邢杰邢杰（（左左））在田间进行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在田间进行农业生产技术指导。。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左图左图 邢杰带领团队建立的马铃薯浅埋滴灌示范田邢杰带领团队建立的马铃薯浅埋滴灌示范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邢师傅！”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听到这声呼喊，一位皮肤黝黑、身背草

帽的人立刻回应了一声。“喜欢大伙儿叫我

‘邢师傅’，习惯了！”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邢

杰笑着说。

对于邢杰来说，“邢师傅”不仅是个亲

切的称呼，更是一个干了 30 多年的职业。

邢杰从内蒙古农牧学院毕业后，先后在乌

兰察布植保站、土肥站、推广站和农技推广

中心工作。多年来，他始终不忘服务“三

农”的初心，爱岗敬业、持之以恒，不断提高

农技推广服务水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随着在岗位上

干出一项项业绩，各种荣誉纷至沓来，邢杰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内蒙古“草原英

才”等荣誉。他说：“这些荣誉是鼓励，更是

鞭策。我要继续强化先进适用技术的示范

推广，创新市场化农技推广模式，打通科技

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戴眼镜的农民

“在农业技术推广岗位上，我有责任使

脚下的土地成为丰收的沃土，结出累累硕

果。”这是邢杰常说的一句话。

邢杰参加工作后，承担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增产菌引进试验和示范推广”。“我主

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下乡蹲点，

帮助当地建立增产菌核心试验示范点，并

完成试验技术报告和推广工作总结。”邢杰

告诉记者，那时的工作锻炼了他吃苦耐劳

的意志力，同时也培养了他对农民的感情。

“乡亲们称我为‘戴眼镜的农民’。”邢

杰说，“我喜欢在田里忙活，心里踏实。”

邢杰曾在兴和县民族团结乡大五号村

蹲点，承包 102 亩水地小麦高产攻关田，并

指导 5000 亩覆膜甜菜种植。他本着“播前

培训好、播时指导好、播后服务好”的原则，

做到了科学整地规范、播种适时、浇水施肥

和病虫草防治及时有效。秋后测产时成绩

喜人：小麦平均亩产 618 斤、甜菜亩产 5030

斤。这不仅获得农民的称赞，还得到市里

的嘉奖。

邢杰心里想的是农民，念的是农业，装

的是农村，他一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农

技推广事业不懈努力。面对生产实践中出

现的复杂情况和难题，他也从不退缩。

邢杰告诉记者，多年前，乌兰察布市开

始大面积推广覆膜栽培技术。他作为乌兰

察布原农业局选派的 50 名科技人员之一，

赴偏远的察右后旗三井泉乡蹲点。“这是乌

兰察布第一次大规模

种植覆膜

玉米，由于三井泉乡处于积温较低的后山

地区，农民普遍认为在那里种玉米肯定成

熟不了，抵触情绪非常大。”邢杰介绍。

邢杰与村干部依据当地实际积温和土

壤条件，及时制订出覆膜玉米栽培技术方

案，提出具体实施意见，并深入农户家中一

遍又一遍做工作，终于说服了农民。当年，

邢杰在两个村共承担 126 亩覆膜玉米种植

技术指导任务，取得亩产平均 720 斤的好成

绩。“第二年，当地农民种玉米的积极性大

大提升。”邢杰说。

全天候的伙伴

邢杰不愿坐在办公室里等农民来给庄

稼问诊，而是每天去田里转悠，主动帮每家

每户查看庄稼情况。每当接到农业技术方

面的咨询电话时，邢杰总是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仔细了解各种农田管理措施，剖析出

现症状的根源，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平时在办公室很难见到邢杰的身影，他

不是在示范基地，就是在农户家中，每天都在

奔波。”在同事眼中，这就是邢杰的生活常态。

在察哈尔右翼中旗科布尔镇史家营

村，双丰种植合作社的 3000 亩耕地线条分

明 、平 整 如 镜 。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张 金 泉

说 ：“长期以来，我们提高土地产量就靠大

水大肥，但也带来土地板结等问题。邢师

傅向我们推广菌肥、有机肥，指导我们节水

灌溉，不仅使合作社的粮食产量得到提升，

还改善了土壤性状、提高了土壤肥力。”

张金泉告诉记者，2020 年，双丰种植合

作社的马铃薯种植出现跑水等状况，抱着

试试看的心理，他给乌兰察布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打了电话。仅仅过了一个多小

时，邢杰就来到合作社的田间地头，翻看土

壤、检查叶面⋯⋯经过多次实地调研，邢杰

帮助合作社解决了马铃薯种植难题。

在四子王旗库伦图镇，邢杰走村串户

向农民传授农技知识，指导农民科学播种、

合理施肥、加强田间管理。“每次下基层培

训完，种植户总有许多问题，我都耐心地一

一 解 答 ，并 在 培 训 后 留 下 自 己 的 联 系 方

式。”邢杰说，农时误不得，对个别一时解答

不了的问题，他就记下来，随后通过查阅资

料和请教专家，争取尽快给农民朋友一个

答复。“农民有所问，我必有回应，每年都会

新交十几个农民朋友。”

如今，当地农民已经养成习惯，有困难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邢杰。无论多忙、多晚，

邢杰都有求必应。农忙时节，他的电话更

是成了农业热线。邢杰总是严肃地说：“我

本就是农民出身，对庄稼有感情，种地无小

事，我还是要自己去看一看。”

为了提高服务效率，邢杰还开始在视

频平台发布农技科普短视频。他说：“现在

一个解答问题的视频发出去，就能让很多

人受益。”

邢杰深知，服务好“三农”还要不断创

新农业技术。邢杰带领团队承担内蒙古自

治区农牧厅重大技术协同项目“乌兰察布

市马铃薯绿色高效集成技术及其推广应

用”，指导有关旗县围绕马铃薯节水减肥增

效技术，开展多项试验示范内容，以完善马

铃薯浅埋滴灌高效栽培技术。在这一过程

中，他牵头研发了“一种马铃薯浅埋滴灌新

型辅助设备”，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我们还不断创新，探索建立农业科研

试验基地+区域示范展示基地+基层农技

推广站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链条式技

术示范推广服务模式。”邢杰说，乌兰察布

市已完成 5 万亩马铃薯绿色高效集成技术

示范推广。其中核心示范片区 6000 亩，亩

产马铃薯 7520 斤，增产率达 15.7%。

多学科的专家

30 多年来，邢杰在服务“三

农”的过程中，坚持向广大农民传授粮食作

物高产高效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控等多项

农业技术，工作范围不断扩大。

比如，病虫害防控。在全国农业病虫

测报网乌兰察布区域站工作时，邢杰连续

3 年坚守国家专业病虫测报岗位，对黏虫、

草地螟、麦秆蝇、长爪沙鼠开展精准预测预

报。邢杰还参与了当地主要农作物高产高

效标准化栽培技术手册编写工作，负责虫

害部分。

比如，植保植检。在乌兰察布市大力发

展温室和大棚的关键时期，邢杰被借调到乌

兰察布市农牧局工作。作为市级科技特派

员，邢杰发现当地西芹在苗期出现大面积烂

根，当即采集发病植株送到有关部门化验，

研究防治方法，有效控制了该病的蔓延。

比如，农技推广。邢杰任乌兰察布市

土肥站站长期间，带领科技人员先后承担

和参与了土壤墒情监测、马铃薯水肥资源

高效利用、坡耕地抗旱保苗技术集成等项

目。其中，邢杰承担的国家测土配方施肥

项目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

出身农村，邢杰对农业生产不仅有着

深刻的了解，还对农民有着一份特殊的情

感。他总说：“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只坐

在办公室里是不行的，必须把广阔的田地

作 为 实 验 场 ；只 专 注 于 书 本 理 论 是 不 行

的，必须用实践让科研成果挂满枝头；指

手画脚、高高在上是不行的，必须与农民

蹚泥过水成为兄弟。脑子里要有真知识，

心里要有真感情，只有这样，才是

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农技

推广工作者。”

前不久，“科学与中国——千名院

士·千场科普”行动一周年系列科普活

动在京举行。当天，2023 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德仁院士、薛

其坤院士，以及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

师戚发轫院士，分别为大家带来精彩

纷呈的科普报告。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20 余年开展科普活

动 2000 余 场 次 ，“ 科 学 与 中 国 ”院 士

专家巡讲活动既是我国科普事业蓬

勃 发 展 的 一 个 缩 影 ，又 为 广 大 科 技

工 作 者 积 极 投 身 科 普 事 业 作 出

表率。

科普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关

乎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也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

民族创新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科普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但公民科

学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面向未来，以

高质量科普助力科技创新，为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凝聚起磅礴伟力，呼唤更

多科技工作者参与其中。

目前，我国有 180 多万名科普专

职、兼职人员。然而，与快速增长且日

益多元化的科普需求相比，科普人才

供给的规模与质量仍有较大缺口。广

大科技工作者长期奋战在科学研究前

沿一线，具备做科普的天然优势。广

大科技工作者应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为己任，主动担负起科学传播“第一发

球员”职责，聚焦青少年等重点人群，

聚焦乡村等薄弱环节，聚焦社会公众

关切的科学热点，聚焦一些甚嚣尘上

的“伪科学”“反科学”，把科学知识、科

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传播到广

阔的祖国大地上。

科普不是“小儿科”，而是一门需

要学习的“大学问”。当下，科普的内

涵、形式、手段、需求等都发生了显著

变化，对科普工作者的能力素质提出

了更高要求，既需要拥有丰富的专业

知识，保证科普内容的科学性，又要注

意掌握“翻译”的技巧，平衡好科普内容的专业性与通俗性、知

识性与趣味性。同时，还要主动适应信息传播方式等方面的新

变化，不断加强新媒体传播技巧、视频制作等方面的学习，针对

不同的科普对象积极开展更有成效的科学普及。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没有全

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

军。期待更多科技工作者支持并积极参与科普事业，发

挥专长和优势，努力创造出更多内容优质、群众喜

闻乐见的高质量科普作品。

“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大兴安

岭到长白山脉之间的松嫩平原是个多风

地带，每年春秋季，大风吹动旷野里高高

耸立的风机叶片加速旋转，源源不断地

生成绿色能源，经电网线路输送至远方。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

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孙勇是一名“风

电卫士”。多年来，他在保障电网安全的

基础上攻克了风电协调控制技术、城市

供热与电力系统联合运行调控技术等多

项技术难题，让风电实现高效利用，并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2009 年，孙勇博士毕业后，来到国网

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作。工作第二

年，他成为一名风电调度运行管理员。

风力发电具有波动性、随机性以及

不稳定性等特点。如何让风电可预测，

做好风电优先调度，是摆在孙勇面前的

一道难题。“那时，在国内外没有可借鉴

的 办 法 ，自 主 创 新 是 我 们 唯 一 能 走 的

路。”孙勇说，他带领团队开展自主研发，

不断攻坚克难。

在近 3 年的研发中，他们几乎天天加

班，做了成百上千次试验。据研发团队

成员李宝聚回忆，经历了一次次试验、失

败，再试验、再失败，但孙勇却经常对大

家说：“我们不必惧怕失败，从失败中吸

取教训，不断总结经验、调整方向，就是

在为走向成功做准备。”

鼓励激发了研发团队的创新热情，

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最终，孙勇带领团

队开发出调度端风电功率预测系统，该

系统将变化莫测的风力资源转化为直观

可视的风电功率曲线，在国内电力调度

系统中投用。

对风电实现有效预测后，如何驾驭风

电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以实现风电智能

控制，是孙勇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孙勇迎难而上，自 2011 年起他投身

大规模风电协调控制技术研究。几年

间，他带领团队先后开发出风电节能调

度计划系统、智能风电控制系统，并陆续

投入运行。相关系统的投运有效提高了

风电调度运行精细化水平，提升了电网

的实时控制能力，保障了电网的安全稳

定运行，将风电消纳能力提高 10%以上，

实现了新能源的高效利用。

为进一步做好风力发电研究，孙勇

经常进行实地勘察，采集一手数据。他

常说，要获取准确的数据，就必须到一

线去。

2016 年，为解决北方省份冬季风电

机组利用率低的问题，孙勇主持开发了

“城市供热与电力系统联合运行调控关

键技术及应用”项目。为了检验项目研

究成果，让“热—电联合调度”发挥出最

大功效，孙勇和同事在几个采暖季连续

走访多家热电厂、供热站，选择符合测试

条件的供热站安装测试仪表。

冬季，吉林省室外气温很低，有些地

区甚至低至零下 35 摄氏度，而当地城市

供热管道大多设在户外。为获取供热管

网的一手数据，孙勇和同事在户外做检

测时一站就是一天，经常被冻得瑟瑟发

抖。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坚持做好每一

项记录。经反复测算与调试，他们提出

城市供热与电力系统联合运行优化调控

方法，打破了电力调度和热力调度的行

业壁垒，保证电网在最大限度消纳新能

源的同时不影响居民供热，为破解供热

与风电消纳矛盾开创了全新技术路线。

截至目前，孙勇带领创新攻关团队

共获得 56 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8 项软

件著作权授权，累计参与制定 10 项国家、

行业标准。在孙勇团队及同事的共同努

力下，吉林电网风电利用率从 2015 年的

69% 提 升 至 2020 年 底 的 97.6% 。 此 外 ，

2016 年至 2020 年，吉林电网多消纳风电

20.5 亿千瓦时，相当于 100 万居民用户一

年的生活用电；减少标准煤消耗 70 多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20 多万吨。

从风电智能控制起步，孙勇不断向

风电管理创新攀登。为掌握吉林省

风电场全面运行信息，孙勇曾连续

1 个多月驱车 1 万多公里，排查全

省 20 多 座 风 电 场 设 备 ，检 查 出

460 余项安全隐患。在获取大量

翔实数据的基础上，他组织制定

了《吉林省风电并网运行反事故

措施实施细则》，针对风电机组

并网适应性、风电场汇集系统、

风电场二次系统安全防护等方

面提出 29 项技术要求，大幅降

低了大规模风电脱网事故发生

的概率。

“ 创 新 是 坚 守 下 的 厚 积 薄

发，是沉浸于专业工作后的灵感

迸发。”孙勇说，“我将脚踏实地做

研 究 ，努 力 攻 克 风 电 行 业 的 更 多

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