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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红了
他们笑了

科技特派员帮农帮到田间地头

前天一早，江北晨源灵芝专业合作社
的老板娘罗幼君就等在村头，她等的人是
市农科院的“樱桃博士”刘珠琴。

前段时间的两次寒潮，让罗幼君农场
内的樱桃、橘子、桃子、红美人等果树遭遇
了一场危机，她一直在微信上询问刘珠
琴。当天，刘珠琴来到农场，现场“把脉”。

和刘珠琴一样，近段时间，来自高校和
科研院所农林渔业领域的科技特派员在宁
波乡间奔走，这是一支科技创新助力乡村
振兴的技术“劲旅”，他们为当地企业、农户
提供防寒抗冻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寒
潮影响带来的损失。

在宁波，种了樱桃的农
户没有不听说过刘珠琴的。

宁波本地樱桃果实小、
甜度低、易裂果。10多年
前，全市范围内，也就余姚
梁弄镇有种植樱桃，面积仅
几百亩。

为破解难题，刘珠琴从
省内外引进樱桃优株，并与
当地合作社合作开展育种，
培育出的樱桃株系“梁弄
红”又大又甜，单果重可达
5.3克，产出比本地传统品
种高出近1倍，且春季雨水
季节不易裂果，每亩综合种
植效益超1万元。

随着良种良法的普及
应用，农户种植樱桃的积极
性不断高涨，截至目前，梁
弄镇樱桃种植面积扩大到
6000多亩，成为宁波市樱
桃种植最集中的区域，江
北、鄞州等地也逐渐有零星
农户开始尝试。2020年，
梁弄小水果特色农业强镇

通过省级验收，“余姚樱桃”
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
理标志证书，与奉化水蜜
桃、象山红美人等齐名。

梁弄镇樱桃产业的兴
起，离不开科技的引领。梁
弄镇天绿水果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汪国武和刘珠琴打
了10多年交道，学到了许
多“黑科技”：通过矮化栽培
的方式，方便田间管理和游
客采摘；通过疏花、疏果和
控制叶果比，提升樱桃的甜
度和口感；通过加装避雨设
施，避免樱桃裂果等。

“种植中碰到难题，我
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市
农科院的专家。”汪国武说，
通过嫁接方式扩大“梁弄
红”种植面积，并通过生态
栽培技术增强地力，提高产
量。在良种良法加持下，天
绿水果合作社的樱桃连续
两年夺得余姚樱桃王擂台
赛冠军。

“樱桃博士”刘珠琴

“樱桃博士”不仅仅专
注于樱桃产业，作为乡村振
兴的科技特派员，刘珠琴在
田间地头走访的时候，时常
会遇到种植其他品种果树
的农户，大家问的问题多种
多样——我家的果子为什
么坏掉了？枝桠要怎么修
剪？果树要怎么保暖？

刘珠琴总是耐心地当
场解答，遇到一时回答不了
的问题，刘珠琴就留下农户
的联系方式，回去查资料、
想办法，并在第一时间把解
决的办法告诉农户。日积
月累，她的微信好友列表里
多了数百位种植户。

据了解，为了改善宁波

地区果树品种及技术多元
化推广，科技特派员们积
极协调南京农大、上海交
大、浙江省农科院等相关
专家来宁波考察调研，并
在余姚、江北等地引进推
广柑橘、凤梨、太秋甜柿、
葡萄柚等 10 余个品种的
果树，还研发了樱桃酒、蓝
莓酒的酿造工艺，促进了
宁波果树科技创新整体效
益的提升。

“蓝莓酒等产品通过检
测并获得了酒类食品生产
许可证，促进了我市农业产
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进一步提高。”刘珠琴告诉
记者。

从种果树到酿果酒

和种植户打了10多年
交道，刘珠琴发现，新型农民
越来越多，大家敢于尝试新品
种的引进和培育，也积极与她
探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这与市农科院正在实施
的科技兴农“十百千”工程脱
不开关系。“十百千”工程，即
打造10个核心示范基地、辐
射带动100个示范基地、年
培训1000名新型农民。该
项工程实施以来，市农科院
依托省农民大学、市农民学
院和院地合作平台，紧密结
合我市主导特色产业，开办
各类培训班。截至目前，已
累计带动优势品种、技术应
用超过1293万亩，培训新型
职业农民超1815人次，创造
社会效益达32亿元，先后获
评全国首批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示范基地、浙江农民大学
示范实训基地等。

“我们针对培训需求和
农事特点，开创了分段式教
学、属地办学、理论+实践、
课后回访等做法，将产业需
求和科研院所的学科优势紧
密结合，促进优秀科研成果
的普及推广。”市农科院科研
处处长姚红燕说。

宁海县约农家庭农场有
限公司负责人朱晓峰是草莓
育苗与生产技术农民培训班
的老学员，从2018年首次参
加培训开始，每年的草莓培训
班他都准时到场。“每年的课
程都会讲一些新的品种和种
植技术，种植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可以向老师请教，也可以和
同行交流，每次来都有新收
获。”朱晓峰说。

科技兴农的“十百千”工程

随着办班模式的不断成
熟，市农科院还将农民培训
作为东西部产业帮扶的重要
抓手，邀请对口地区人员来
甬参加培训，或是选派科技
人员赴当地开班授课，传授

“宁波经验”，推动黔西南、延
边、库车等地的产业转型升
级。据统计，优良品种、技术
在对口地区覆盖超1.8万亩，
亩均收益达4000元。

这样的变化也让包括刘
珠琴在内的科技特派员们发
出感叹，刘珠琴说：“某种程度
上来说，农民也是我们的老
师，他们在生产上积累的经验
远远高于我们，只是他们没有
经过系统地学习，没办法把它
总结出来。但不可否认的是，
每一次交流，都是我们双方互
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据了解，科技特派员制
度在宁波已经实施了20年，

20 年间，我市制定出台了
《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
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实施意
见》等政策意见，聚焦科技特
派员工作机制构建、队伍建
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精准
扶贫等方面，推出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创新举措，形成部
门协同、上下联动的组织体
系和长效工作机制。

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
来，宁波累计选派科技特派
员3790人次，创办协办农业
企业185家，引进推广农业
农村适用新技术2987项、农
业新品种2683个，农作物良
种和畜禽良种覆盖率分别达
98%和96%以上，直接带动
逾万户农村家庭增收，为乡
村振兴尤其是乡村产业振兴
提供了强劲助力。

记者 王心怡
通讯员 方彦东

实施了20年的科技特派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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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刘珠琴（右）在罗幼君（左）的农场查看果树受冻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