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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怎样真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近年
来，我市积极贯彻落实各级强农惠农政策，将科技特派员助力精准扶贫工作作为全市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
制度的有效手段全力推进。目前，已选派159名市级科技特派员和275名县级科技特派员服务贫困村，实现
了贫困村科技特派员全覆盖。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的科技特派员，已经是乡村振兴科技
支撑的重要抓手。

科技特派员下乡记
本报记者 查灿华

8月以来，干旱少雨，这可愁坏
了程玉英，“我这隔天就得来看看蓝
莓，前两天发现蓝莓叶片变黄，是干
旱造成的，安排浇了水后，长势好多
了。”在怀宁县三桥镇金闸村的科技
扶贫蓝莓采摘园，程玉英指着眼前
一片蓝莓开始滔滔不绝。

程玉英是怀宁县三桥镇农业站
站长，高级农艺师，2017年作为科技
特派员来到金闸村，后又担任金闸村
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产业发
展离不开科技，指导帮扶金闸村的特
色农业发展是我的重点扶贫任务。”

金闸村位于三桥镇东部，国道
G318与省道S212交叉处，是国家级
怀宁县独秀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所在
地。村内产业众多，有稻渔共生基
地1个，专用品牌粮食基地1个，蓝莓

采摘基地35亩，蓝莓产业扶贫基地
600亩，蓝莓育苗基地80亩，大棚草
莓种植基地80亩。程玉英负责为他
们提供技术指导及咨询服务。

“我在金闸村种了 3 年大棚草
莓，年年丰收，这可多亏了科技特派
员的技术指导。”金闸村草莓种植大
户董运根说，在草莓生长的季节，程
玉英每周都会到基地指导病虫害防
治，天气严寒的时候，还会提醒他给
大棚覆膜，增加大棚温度；天气高温
高湿时，又会来指导他加强沟渠疏
通，以免地面渍水。

“草莓基地是通过‘三变’模式
建起来的，村集体整合扶贫资金165
万元入股，每年分红3~5万元；董运
根以现金 165 万元和 220 万（技术
股）入股，62户农户以55.9亩土地经

营权入股，每户每年保底分红 400
元/亩。”程玉英说，这三年来，她一
直在致力于大棚草莓高产高效种植
管理，以带动贫困户增加分红收益
和务工收入。

村里的蓝莓基地也是程玉英常
去的地方。金闸村从2015年开始引
进蓝莓育苗基地，2016年开始种植
蓝莓采摘园。起初，蓝莓采摘园蓝
莓长势较差，经常出现蓝莓苗死亡
现象，程玉英看过后发现是因为蓝莓
栽种过深，土壤酸性不足。她指导农
户栽种蓝莓时一定要注意关键技术，
不能栽种过深，及时调酸，增加土壤
有机质含量……经过一系列调整，蓝
莓长势恢复正常，今年还挂了果。

村里有发展产业的农户，程玉
英还会上门指导。贫困户何西亮在

家养了200只羊，刚开始羊由于不
适应，陆续开始死亡，程玉英请来
畜牧局专家分析羊死亡的原因，找
出解决办法。经过及时防疫口蹄疫
疫苗，改善饲料品质，及时清理羊
圈，改善环境，及时开窗，注意空
气流通，何西亮家的羊再也没有无
故死亡。

在程玉英看来，提供技术指导
和咨询还只是基础，要想让企业和
农户增产增收，还得开展农技培训、
成果转化、技术示范等科技帮扶活
动。她一直在金闸村大力推广蓝
莓、草莓等特色产业新品种新技术，
已经推广新品种8个，并推进日光温
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滴灌等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提高企业和贫困户种
植效益，降低种植成本。

山乡致富的
引路人

作为“中国瓜蒌原产地”和“中
国瓜蒌之乡”的潜山市，早在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把瓜蒌作为特
色农业产业进行开发。经过十多年
的发展，如今瓜蒌已成为潜山市农
业支柱产业之一，全市瓜蒌种植面
积达到四万多亩，年产值超亿元。
小瓜蒌成长为大产业，对加快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发挥了极
其重要作用。在推进潜山市瓜蒌产
业发展中，程有余功绩卓著。

今年55岁的程有余，是潜山市
水吼镇横中村人。上个世纪90年代
末，头脑灵活且富于开拓精神的程
有余抓住潜山市调整农业结构、大
力发展瓜蒌产业机遇，迅速调整思
路，将瓜蒌产业开发作为自己的发
展目标，开始了在瓜蒌产业创业发
展历程。通过多次参加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请教农技专家和自己刻苦
钻研，程有余逐步成长为一名“爱农
业、懂技术、善经营”的优秀职业农
民，并成为安庆市科技特派员，常年
结对帮扶水吼镇风光、三里、割肚、
天柱、驾雾村等贫困村，以技术培训
推广、基地建设、订单生产为主导，
在产业扶贫中精准发力，实现了贫
困户脱贫、村集体增收、产业提质增
效“三方共赢”，2019年获得“安庆市
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瓜蒌一直是潜山市的一大产
业，但一度因品种不优，产量上不
去，老百姓得不到实惠而萎缩。”
2002年，程有余就开始和安徽农业
大学、安徽省农科院、南京农业植物
研究所、潜山市科技局等单位合作，
成功研究培育出五个新品种，使瓜
蒌籽产量由当年的亩产100多斤提

高到200多斤，种植效益翻了一番，
合计产生社会效益超过2个亿。

“过去我们在地里埋头苦干，累
死累活没几个钱，现在好了，去年光
瓜蒌一项，我就收入了一万二千多
元。”贫困户王先群的瓜蒌产量不
高，程有余免费为其提供一千棵最
优质的瓜蒌种苗，让品种更新换代，
让王先群通过种植瓜蒌成功脱贫。

作为科技特派员，程有余免费为
贫困户提供种苗、种植技术培训及现
场指导，并以高于市场单价5%回收产
品。他在进村入户走访时，特别注重
与瓜蒌种植户耐心交流沟通，摸清他
们的基本情况，按照缺技术、缺种苗、
缺资金、缺劳力等各方面一一分门别
类，做到因户施策，对症下药。已指导
贫困户发展瓜蒌4600余亩，累计培训
贫困户2600人次，累计带动187户贫

困户增收致富、户均增收1万余元，给
精准扶贫插上科技的翅膀。

程玉英、程有余背后，是科技特
派员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个生
动案例。科技特派员引领示范村民
尝试新品种、新技术，种植、加工都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市科技局农村
和社会发展科技科科长饶玉胜介绍，
去年以来，我市加大市县两级科技特
派员选派工作力度，选派159名市级
科技特派员和275名县级科技特派
员服务贫困村，实现了贫困村科技特
派员全覆盖。科技特派员在贫困村、
建立扶贫联结机制的企业、合作社认
真开展科技扶贫服务培训，通过课堂
讲座、实地教学、现场观摩、个别指导
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开展使用技术
服务培训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助推乡村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乡村振兴的
生力军

我市以危化领域为重点强化风险防
范化解。上半年，全市安全生产事故起
数 、 死 亡 人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0.7% 、
8.3%，安全生产形势继续稳定向好，一
是压实监管责任，制发党政领导干部安
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以人大立法形
式出台《安庆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覆盖危化品生产、运输、储存、使
用和废弃物处置全生命周期，压实行业
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地方党委政府、开
发园区属地责任，确保安全管理各环节
无缝连接。二是夯实基层基础，启动危
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防控监测信息系统建
设，建成投用安庆石化危化品码头和运
输管廊带，推动高新区化工园区实施封
闭化管理。依托市县乡村四级安全生产
监管网格单元和1624个基层网格，建立
纵向分级负责、横向分工监管的网格化
管控体系，实现风险管控差异化查找、
集中化管控。三是聚焦重点整治，开展

“1+5+3”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危
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地质灾害、道路
交通、特种设备等领域，累计组织执法
检查 1524 次，惩治典型违法行为 235
起，取缔非法违法企业14家，关闭不符
合安全生产条件企业13家。四是提升应
急能力，整合消防应急、防汛抗旱、森
林防火等力量，组建专兼职应急救援队
伍51支、5389人，研究制定应急力量联
动工作机制。规划建设皖西南区域性危
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地。聘请中国石化
安全工程研究院开展安庆石化安全风险
排查分析，开展丙烯腈装置氰化氢泄漏
事故应急演练。 综 合

我市以危化领域为重点
强化风险防范化解

太湖县发展“边角经济”助力贫困
户多渠道增收。庭院经济，采取“公司+
贫困户”“合作社+贫困户”模式，鼓励
低劳动力贫困户利用庭院闲置空间，培
育发展土鸡、黑猪养殖等帮扶项目6081
个，发放奖补资金872.1万元，受益贫困
户达90%以上。墙角经济。开展农房周
边陈年垃圾专项清理，共清理垃圾1000
余吨,复垦清理闲置地块近 960 平方米，
通过种植有机蔬菜等经济作物，户均增
收600余元。荒地经济，利用贫困村荒废
田地、裸露山头等，采取贫困户申请、
银行贷款、政府贴息、收益偿还模式，
筹集光伏扶贫项目建设资金1.2亿元，为
68个贫困村6000余户贫困户建设光伏电
站。截至7月底，光伏扶贫户用电站累计
发电 5005.9 万度，收益 5000.8 万元，贫
困户每年收益3000元左右。林下经济，
出台林权流转管理、抵押贷款等改革措
施，引导贫困户发展“林药”“林茶”

“林禽”“林果”等林下经济，产值达
6000万元。 太 湖

太湖
发展“边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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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望江县漳湖镇中洲村二
组聂长群的家，一股农家质朴的气
息扑面而来。木质桌椅和沙发一
尘不染，家中物品摆放井井有条，
环境整洁舒适，没有一丝异味。难
以想象，就在这个家庭里，却有白
血病和精神病两名重病患者。

聂长群和丈夫聂应松都是中
洲村人，两人同年出生，称得上青
梅竹马。1990年，22岁的聂长群
嫁入聂家后，便一直跟公公、婆婆
生活在一起。刚开始，家里情况
还不错，公婆身体都还硬朗，然而
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婆婆吴娥伢
的身体就出现问题。

“当时家里条件也不好，可她
就是乱花钱，看到什么买什么，不
需要的东西买回来烂在家里都要

买。”聂长群说。
经过检查，婆婆患上了精神分

裂症，只要稍有不顺，就发病，症状
之一就是乱花钱。除了吃药控制
之外，还需要贴身看护。为了防止
婆婆发病，操持家务的聂长群还要
处处让着婆婆，让她事事顺心。

祸不单行。十几年前，公公
聂长根突然身体不适，去医院检
查后发现脾部肿大，被确诊为慢
性白血病。血液问题，造成聂长
根皮肤十分脆弱，稍有擦破，就会

流血溃烂。尤其到了夏天，皮肤
暴露在外，受伤后，流出腥臭难闻
的液体。可聂长群从不嫌弃，仔
细为老人擦洗、敷药。

因为特殊的家庭原因，聂家无
法务农。可仅公公的治疗费一年就
要数万元。面对照顾两位老人的重
担，丈夫聂应松却是有心无力。

“我有糖尿病，还得过脑梗，
身体也不好，就在村里开了一家
小超市补贴家用，家里的事情就
都交给了妻子。”聂应松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聂家二老
都已经80岁了，聂长群也已年过
半百。老人身体每况愈下，聂长
群的担子更重。

“婆婆的身体不行了，天天躺
在床上。公公也已经81岁，发病
时也不能自理。”聂长群说。

为了照顾好老人，聂长群想尽
办法。家里做好吃的，第一碗都是
最先送给老人品尝；婆婆精神不好，
整天糊里糊涂也不愿吃饭，她就将
饭送到婆婆嘴边；冬天气温低，为了

让老人吃上一口热饭，她用一个小
盆倒半盆开水，将饭菜放入盆内温
着，一口一口地喂给老人。

长年付出，聂应松看在眼里，
心里充满了感激：“家里这么多年
都是她一个操持，把老人照顾得
很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个媳妇真好。”

多年服侍，公婆对聂长群早已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只要半天听
不到儿媳妇说话，看不到儿媳妇，
心里就有些牵挂，就好像身边少了
什么人似的。”聂长根说。

伺候病人，熬心耗力，可聂长
群却20多年如一日。问及原因，聂
长群的回答很朴实：丈夫的父母就
是我的父母，照顾公婆就是我的责
任，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病榻床前好儿媳
记者 常 艳 通讯员 嵇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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