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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量下降？蛋重变轻？蛋壳变薄？在蛋鸡养殖
生产中，鸡蛋的产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农户们的经
济效益。因此，加强对蛋鸡的饲养管理，保证它们的
营养均衡非常关键。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邹晓庭长期专注于
家禽营养与饲料科学方面的研究，是国家蛋鸡产业
体系岗位科学家。自 2012 年成为省团队特派员首
席专家以来，他为建德市蛋鸡养殖业及饲料行业“把
脉问诊”，成为当地养殖户们的“蛋鸡营养师”。

在浙江省科技厅和建德市科技局的支持下，邹
晓庭带领团队与建德蛋鸡养殖及饲料生产企业合
作，在蛋鸡有机微量元素应用技术和低蛋白日粮配
制技术方面为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开展技术培训。

微量元素是添加在畜禽饲料中的一类营养物
质，对动物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高剂
量的无机微量元素并不能全部被动物利用，普遍存
在吸收率差、生物利用率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
一系列问题。

邹晓庭针对微量元素生产和使用中存在的问
题，与建德维丰饲料公司合作，进行氨基酸微量元素
螯合盐的研发与应用研究，并由此开发了系列饲用
有机微量元素产品，掌握了多种有机微量元素在蛋
鸡饲料中的应用技术，获得发明专利1项，制定国家
标准1项。

这项研究不仅降低了微量元素的排放，而且显
著提高了鸡蛋的食用品质和其中微量元素的含量，
为开发富锌和富铁等高档蛋产品提供技术保障，从
而带动了有机微量元素产业的发展。邹晓庭还通过
该研究建设了有机微量元素生产基地，年生产有机
微量元素3500余吨，产值6000万元。

随着饲料资源日趋紧缺、畜牧环境日趋严峻，如
何充分提高动物对饲料的利用效率，减少饲料原料

的浪费，并降低畜牧生产对环境的污染，是我国营养
学界目前关注的问题。邹晓庭说，蛋鸡饲料中 50%
~70%的氮是以粪氮和尿酸的形式排出体外，因此降
低日粮中氮的摄入是减少氮排放的有效方法。

他带领团队成员通过在低蛋白日粮中补充添加
必需的氨基酸，研究其对产蛋鸡生产性能、蛋品质及
其相关作用机理的影响，为我国蛋鸡低蛋白日粮可
行性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参考。通过多种氨基酸平
衡研制的蛋鸡低蛋白日粮，可降低饲料粗蛋白质1~
2个百分点，且不影响蛋鸡的产蛋性能，每吨饲料成
本还可减少80~100元。

该成果目前已经在建德市莲花蛋鸡合作社60万羽
蛋鸡中得到推广应用，年生产应用低蛋白日粮3万吨，
产值达8000万元，节省饲料成本300万元。这既提升了
合作社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蛋鸡饲料市场竞争力，又提高
了养殖户的收入，为他们搭建了一座致富的桥梁。

邹晓庭积极组织和参与蛋鸡养殖技术服务与培
训，帮助养殖户解决养殖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他还
邀请蛋鸡产业体系疾病防疫方面的专家对养殖户进
行实地指导，优化蛋鸡养殖过程中免疫程序和新型
疾病的防控。

“农民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尽量提供，养殖户们
对科学技术还是比较渴望的。”邹晓庭说，作为一名
科技特派员，个人所掌握的知识能够被应用，推广的
一些技术成果能够得到农民认可，看到他们从中获
得效益，自己心里也会产生小小的成就感。他由衷
地觉得，与淳朴的农民打交道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正是因为邹晓庭在技术成果方面的持续输出，
使低蛋白日粮及有机微量元素在建德蛋鸡生产中的
应用得到大面积推广，农民的蛋鸡养殖技术得到提
升，发病率、死亡率明显降低，蛋鸡养殖业增效显著。

本报记者 甘玲

“我来自农村，又是农业科技工作者，我热爱我
的行业，更热爱这片热土，科技特派员工作成就了
我，农民的满意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浙江大学副
教授王友明说。

自2006年5月被派驻文成县桂山乡（现珊溪镇）
担任浙江省科技特派员以来，王友明每月多次往返
文成与杭州，一年中有 1/3 的时间奔波在浙南山区
的田间地头，十余年如一日。

2013年起，王友明兼任“浙江省肉兔健康养殖”
团队特派员首席专家入驻文成县，充分发挥自己所
长，着力引进优质种兔，传授养兔技术，引导当地发
展肉兔产业。他编写实用技术资料，开展技术讲座，
培养科技二传手数百人。结合当地珊溪库区限养的
政策，王友明通过技术提升改造、政策引导、治理污
染与发展产业并举，使文成县肉兔产业迅猛发展，现
年出栏80万只，产值6000万元，利润2000万元。

“我刚到文成的时候，这里的农业很零散，没有
形成产业，农民不知道该种什么。”王友明认为，作
为科技特派员，不但要把技术教给农民，更要结合实
际来布局产业，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桂山
乡平均海拔有800米，昼夜温差大，他意识到这里的
气候条件适宜发展反季节香菇产业。

然而畜牧方面的行家里手却完全不懂香菇生
产，王友明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
知一直在外经商的刘际拥等人想发展反季节香菇产
业，但缺乏技术指导，便开始认真琢磨香菇种植的技
术。“我的专业不是种香菇的，但农民有需要，我就学
习这方面知识，再把技术传授给农民。”

通过查资料、听讲座，他一边向同事请教，一边
与菇农一起发展香菇种植。2015年，当地投入上千
万元建成50余亩大棚种植香菇。一年后，投入开始
有了回报，香菇产量达到350吨，毛利润有120万元。

文成森林资源丰富，蜜源植物多，中蜂养殖是当
地的传统产业，但由于大部分蜂农年龄偏大，养殖技
术落后，规模化养殖程度低，养蜂效益不高，亟需科技
特派员的技术支持。为此，王友明带领团队成员跋山
涉水开展调研，摸清文成土蜂零散、无序、规模小、缺
乏技术等现状，提出了发展高档中蜂的规划。他积极
走访相关部门，争取到县政府500万元产业扶持资金
和省级经费200多万元，还把自己的好友同事唤到文
成，多次举办省市级中蜂产业培训班和研讨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文成养蜂类合作社及家庭
农场有 100多户，全县17个乡镇均有养蜂业。王友
明算了一笔账：“一箱蜜蜂可以产10公斤土蜂蜜，一
公斤可以卖200元，一户农户一年能养5箱蜂，就有
1 万元收入，足不出户也能赚钱。”文成中蜂规模从
2015 年年初的 1000 多箱迅速扩大，现有养殖户 400
多户，蜂群达1.5万箱，年产值超5000万元。

在组团服务中，王友明带领团队不断创新服务
载体，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文成县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文成县科技特派员创业创新服务中心，并
作为股东出资成立了文成县科特农业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他还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和法人代表。“个人的
力量是薄弱的，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取长补短，才
能全方位地服务农民。”王友明说。

不但自己身体力行，王友明还影响着身边的
人。在桂山乡期间，王友明一直思考留守儿童的教
育问题，探索科技特派员服务农村的新形式。在他
的推动下，浙江大学把桂山小学作为长期社会实践
点，仅2017年就在文成完成农业技术培训计划和科
普计划10期，培训上千人次。

“只有用心参与，才能热爱，只有热爱，才会一
心一意干一件事情。”王友明说，担任科技特派员是
他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事。 本报记者 王航飞

遂昌县新路湾镇是一个传统的农业乡镇，农业
人口近1.2万，有着连片的土地资源，但是当地农户
以单一农业生产为主，经济效益低下。浙江省科技
特派员、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师程汝滨2014年
入驻新路湾镇时，发现这里自然资源优越，药用植
物种类丰富，十分适合发展中医药产业。但是，当
地农户对外来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较低，如何说服农
民接受大宗中药材种植成了程汝滨遇到的第一个
难题。

“第一次去推广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是骗子。”
程汝滨笑着说，当地农户周金彩思想比较先进，在
他来之前就通过网络了解过中药材种植，但是被
骗了钱，所以特别抵触中药材种植。“我每天白天
去地里给别的农户指导、上课，晚上去他家跟他聊
天，给他解释我们的想法，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
他终于同意分出 10 亩地来试种元胡。”程汝滨说，
新路湾镇是一个传统的水稻种植产区，所以他建议
周金彩采用“药—稻”轮作栽培模式，先种水稻，水
稻收完了再种药材，药材收完了下一季又可以种水
稻，充分循环利用土地。第一年，周金彩虽然缺乏
经验，但还是获得了成功，元胡种植的纯利润比水
稻种植翻了十几倍。“我要跟着你一起干！”周金彩
高兴地表示。次年，他立马将元胡种植面积从原来
的 10 亩地扩大到了 50 亩，再慢慢地建立了家庭农
场，经济收入大大提高。

周金彩的成功带动了周边乃至全县的农户参
与到中药材产业中，大家纷纷响应程汝滨提出的

“药—稻”轮作栽培模式，三叶青、白芨、黄精、覆盆子
和温郁金等特色中药材的种植规模逐步扩大，中药材
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大大提升，新路湾镇成
了中药材种植示范小镇和中药材种业小镇。

新路湾镇的成功，吸引了全县主要欠发达乡镇
之一黄沙腰镇农户的目光。当时的黄沙腰镇主要
种植番薯，但是近几年经济效益日益下滑，他们便
邀请程汝滨前去指导，希望程汝滨能给他们带来快
速高产、高收益的方法。

“没有任何一种中药材是种下去就马上见到效
益的，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投入。”程汝滨第一次见面就
给农户当头一棒，“但是种中药材一定比你们种番薯
效益要好！”程汝滨又马上给农户吃了颗定心丸。他
把番薯和浙贝母等冬季药材结合起来进行轮作栽培，
让农户在冬季也能有份额外的收入。

程汝滨还建议农户依托当地九龙山自然保护区
的影响力，积极发展休闲农业和中医药养生旅游。他
参与了九龙山自然保护区附近的山地改造项目，在荒
地上建立了基地，种植药用花卉，不仅有经济效益，还
可以发展旅游业。同时在基地的旁边建加工厂，减少
流通环节，自产自销，逐步引导农户由单纯的中药材
种植向中药材加工和产品开发转变。

在与中药材种植户的接触和交流中，程汝滨感
受到了广大农户对中医药产业很感兴趣，但大部分人
对中药材相关的知识和技术还是一知半解。为此，他
专门编写完成了《遂昌县中药材产业相关技术汇总》
一书，为遂昌县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相较于其他产业，中药材在这个地方有着天
然的优势，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方面也可以发挥
更大的作用。”程汝滨说。在担任科技特派员期间，
他在当地发展了元胡、浙贝母和白芨种植示范基地
300 余亩，建设完成白芨的组培驯化基地 2 个，带动
周边乡镇发展中药材 600 余亩，发展覆盆子油茶套
种基地 150 余亩，指导遂昌德源中草药有限公司发
展温郁金种植基地100余亩。 本报记者 项逸妮

东坑镇位于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南部，北溪支流
贯穿全境，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生态环境良好。
2005 年，浙江省科技特派员、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
员郭方其第一次来到东坑镇，就被这个美丽的地方
所吸引。经过调研，并结合东坑镇及周边乡村高海
拔山区气候优势，郭方其决定利用自己所学的花艺
知识在东坑镇发展高山花卉产业。

初到东坑，郭方其便与景宁雅景花木专业合作社
一同实施了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一品红高效设施生
产关键技术中试与示范”。该项技术成果可使“一品
红”在夏季进行反季节栽培，让成品花在国庆节前大量
上市。产品一经推出便广受市场好评，大量产品被销
往杭州、温州、上海等地，而且质量也比平地同期温室
大棚的产品更好。原本每盆市场平均价格在11元左
右的“一品红”，在郭方其手里“摇身一变”涨到了每盆
16元，为合作社年增收387万元，直接经济效益近113
万元。“一品红”红遍了山野，更红火了村民的生活。

2011 年以来，花卉市场掀起了一波“多肉浪
潮”，惹人喜爱的多肉植物迅速走进了办公室、咖啡
厅等人们的日常生活。多肉植物属景天科，耐寒不
耐热正好适应东坑镇及周边地区的气候。经过一系
列的研究讨论，郭方其在当地开展了多肉植物培育
工作。他协助雅景花木专业合作社开展“多肉植物
高山栽培技术示范推广”的产业创新和服务团队项
目研究，通过项目的实施，引进“景天”“十二卷”等多
浆植物新品种10多个，重点推广了景天科优良新品
种“红宝石”“仙女杯”。

他不仅是技术的引进者，更是推广者。为了促
进多肉植物在乡村美化中的应用，他协助景宁县农
业局经济作物总站组织实施了“适应山区乡村美化
应用的多肉植物品种筛选与应用示范推广”项目，并

在东坑镇深洋村建立了 6 个农家庭院美化示范点。
在郭方其的推广下，村民们也纷纷将多肉植物带进
了家中。一时间，院子里、步道上，多肉植物开满了
东坑镇的各个角落，提高了乡村的品位和环境质量。

为了提高科技特派员技术服务水平，他还摸索
建立了一套“核心技术服务小组+行业专家”的服务
模式，尝试以团队的方式进行服务。他与浙江省农
科院植微所副研究员叶琪明、浙江省农科院花卉研
究开发中心副研究员俞少华组成三人小组，不定期
邀请省农科院、省农业厅、台州市农科院等专家一同
下乡提供技术服务。2016年秋，三人小组针对高山
冬季严寒造成部分大棚苗遭受冻害的情况，邀请台
州市农科院黑银秀等专家共赴深洋村，指导多浆植
物秋季肥水管理和灰霉病等病害预防技术，并提出
秋季管理措施。三人小组多角度、全方位地为村民
提供技术支持、为村民排忧解难，受到当地农民欢
迎，被景宁县科技局称为“三剑客”。

郭方其不仅将技术传入乡间，更将技术留在乡
间。今年以来，他们已在东坑镇、景南乡、大际乡、英
川镇等地举办高山花卉栽培、花卉与食用百合病虫
害防治、食用百合栽培技术等培训班20多次。通过
现场指导和组织花农现场观摩活动，培训农民和技
术管理人员 1200 余次，并通过发放科技资料，提供
电话、网络咨询等多种方式，培养了一支专业生产技
术队伍，提高了花农的生产管理水平。

通过发展花卉产业，郭方其不仅给东坑带来了
美丽，更给当地群众带来了花一般美好、殷实的生
活。不知不觉中，郭方其的科技特派员生涯已超过
10年，但他为“三农”服务的信念之花永不凋谢。他
坚信，幸福之花将开满东坑的漫山遍野。

见习记者 柳扬

邹晓庭 为蛋鸡养殖业把脉问诊 王友明 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

郭方其 东坑花香飘四方 程汝滨 把中药材变成发财树

邹晓庭（黑衣者）与企业技术人员一同查看饲料原料质量情况

郭方其（左三）在景宁县大际乡大际村指导高山一品红反季节栽培

王友明（左一）在当地指导蜂业

程汝滨（正面者）在温郁金基地指导种植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