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30日科技金融时报
责任编辑:李伟民 版式设计:查益文 电话:0571-28978941 E-mail:kjjrsbwm@vip.163.comA6 【浙江省突出贡献科技特派员】

“有人叫我陈院长，有人叫我陈市长，但我更喜
欢他们叫我陈老师。”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副院
长、省科技特派员、龙泉市市长助理陈思宇对记者
说。

陈思宇是国内比较早介入木制玩具的一批人，
2006 年就与知名木玩企业百利威公司合作在浙江
农林大学共同建立百利威产品研发中心，从事木制
玩具科学研究及培养木制玩具专业设计人才。

2014 年，作为科技特派员，陈思宇来到了云和
县，为云和的木制玩具企业带去富有针对性的服务，
获得了高度评价。2015年，陈思宇被龙泉市以高端
人才“柔性引智”的方式聘任为市长助理，主要负责
龙泉市竹木产业转型升级及技术革新工作。

此时，受产业转型及环境整治等综合影响，龙泉
的竹木产业发展有了较大的波动。“整个龙泉的竹材
有55万亩，竹子的价格一路下跌，每50公斤竹子从
40多元跌到了23元，对竹农的收入影响非常大。”陈
思宇告诉记者。

陈思宇调研发现，虽然龙泉市竹木资源丰富、产
业惠及面广，但是，“一产优、二产弱、三产无”的产业
现状深深刺痛了他。

“我到龙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成立龙泉市
竹木产业协会。”陈思宇说，协会成立后，他牵头制定
了统一的政策，希望能通过协会强化行业自律，规范
生产，促进创新。

在与当地企业的交流中，陈思宇发现很大一部
分的企业家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他们被市
场推着走，很难跟上技术进步的脚步。”陈思宇充分
运用“柔性资源”，安排研究生去企业实习，一方面锻
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另一方面，为企业带来了新理
念。

至于竹木产业“研究无、应用缺、操作老”的人才

困惑问题，陈思宇提出“既然我们引进人才难，那就
把自己送出去！”他提倡企业把高端人才集聚型部
门，比如研发中心、销售中心等设立在上海、杭州等
地，将劳动密集、操作型部门，比如生产基地等留在
当地。

这些年，除了自己擅长的竹木产业领域之外，
陈思宇接到最多的电话就是“陈老师，我家西瓜发
病了”“陈老师，我家茄子长虫了”“陈老师，我家猕
猴桃挂果不均匀了”……陈思宇不会拒绝农户的求
助，他说：“我不是从事这些专业的，但是我背后是
浙江农林大学，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我可以去请教
他们，或者请他们给当地帮助农户解决问题。科
技特派员不是一个人，他一定是一个团队。一定
要运用团队的智慧，才能更大限度地帮助到百
姓！”陈思宇说。

如今，龙泉市的竹木产业发展迅速，年产值从原
来的28亿元上升到现在40余亿元，龙泉也成为了竹
材价格的高地。“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百亿产业！”陈
思宇信心满满。

谈到自己近五年的科技特派员生涯，陈思宇觉
得这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这几年是最好的沉淀阶
段，能真正把我的专业研究落地，我的专业更接地气
了。”陈思宇说，“我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他们会反
馈信息给我，这些信息是人家走了十几年的路得来
的经验，可以让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少走很多弯路。
我们也能知道什么样的研究是企业和老百姓需要的
东西。”

近5年来，陈思宇的足迹踏遍丽水的9个县（市、
区），走访合作社及相关企业600余家，完成了“农旅
融合果药基地品牌化建设与示范”等项目建设，为地
方科技创新争取配套资金20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项逸妮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自2007年7月起，二级教
授、主任医师诸葛毅由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派出，作为
科技特派员先后入驻开化县杨林镇和音坑乡。早年
就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诸葛毅，初心仍在，他对
农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想着找机会做点实在
的事情。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再次上山下乡，诸葛
毅希望竭尽自己所能，提升农村卫生服务。

10 多年来，诸葛毅行程数万里，开化县的各个
乡镇卫生院，都留下了他为山区群众问诊把脉、指导
基层医务科研活动的身影。“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必然要求，农村居民的健康是农村经济发展与
文明进步的基石。”诸葛毅先后担任开化县多家基层
医疗单位的科技顾问，多次赠送医学专业书籍给基
层医务人员，针对性地辅导开化县各个乡镇在职医
务人员学习，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专业队伍素质和
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质量。

去年6月，开化县持续强降雨，区域性山洪引发
灾后疫情的风险极高。诸葛毅放弃暑假休息，与派
驻地医务人员一起，积极参与洪灾后的生产恢复与
灾后防病工作，进村入户，开展健康教育宣传，预防
肠道传染病和食物中毒，严防“病从口入”，有效地防
范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确保人民群众洪灾后的生
命健康。

结合科技特派员农村基层的工作经验，诸葛毅
受单位委托，主编出版了《乡村护理员（初级）》《乡村
安全员（初级）》《乡村营养师（初级）》三部农民培训
教材，得到时任浙江省长夏宝龙批示：“很好的教材，
实用性强，可继续总结提高。”

诸葛毅还将高校教学与服务地方科研紧密结
合，主笔完成省级标准化建设项目——开化县《农村
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规范》地方标准，牵头负责浙江省
高等学校精品网络在线开放课程《健康评估》。衢州

职业技术学院承办衢州农民学院期间，诸葛毅为了
整理相关材料过度劳累，导致双目半失明，仅能看见
眼前10厘米的字，后来经过手术才得以恢复。

在长期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诸葛毅还牵头组织
了具有丰富临床工作经验和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经
验的医疗青年骨干，历时一年，编写了《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社区管理实务》。诸葛毅说，这本书着重
于社区卫生服务实际工作，以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质量为切入点，加强农村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防治工作，规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社区管理与
诊治，提升医疗质量。此外，他还为音坑乡、池淮
镇、马金镇卫生院提供了电子血压计、血氧监测
仪、峰速仪等体检器材，大力开展农村社区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的筛查。

守护开化，诸葛毅不仅做到了提升农村卫生服
务，他还时刻心系驻地农村居民的安危。杨林镇川
南村的一户畲族家庭生活突发困难，诸葛毅在当中
牵线，让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与该困难户结对，教育帮
扶长达 8 年；他还帮助川南村的石蛙养殖大户解决
难题，通过寻找整理文献，为农户节约了实验室测试
的高昂费用；派驻地有位 20 岁的姑娘患了“高血
压”，病因不明，经检查发现患者疑有主动脉病变，他
马上联系了市级医院专家诊治，让患者获得合适的
治疗，病情得到控制……

眼下，诸葛毅正为音坑乡青山头村的血吸虫病
防治，查杀钉螺的事情忙前忙后。同时，他还着手
开展“农村失能老年人照护技术的研究”科技特派
员项目，他主编的《失能老年人照护》，即将由浙江
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希望能为规范化管理农村社
区失能老年人医疗与护理服务探索出一条切实可
行的路子。

本报记者 徐璐璐

十三年，沈建福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踏上常山县
芳村镇的土地。

十三年，沈建福始终不忘“创新驱动提升油茶
产业、精准服务促进乡村振兴”的使命。

十三年，沈建福先后四次被评为浙江省优秀科
技特派员，一次被评为浙江省突出贡献科技特派
员，2018年被评为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十五周年
突出贡献科技特派员。

春去冬来十三载。作为省里第三批科技特派
员，自 2005 年下派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沈建福让
芳村镇百姓重新认识了油茶的价值。

“油茶全身都是宝。”作为一名浙江大学食品科
学与营养系教授，在担任科技特派员之前一直研究
的虽是食品加工领域，但从未接触过油茶，自从他
去了芳村镇接触到了油茶产业，他发现油茶蒲、油
茶仁、油茶壳都是宝，于是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油茶
产业中。

为了提高农户的收入，针对当地油茶品种差，
油茶林管理粗放、低产、低效等问题，沈建福在引进
油茶高产品种和开展油茶低产林改造和对油茶果
进行高效加工利用的基础上，经过 13 年的不懈努
力，先后推广实施了“油茶低改与标准化应用示
范”“山茶油绿色高效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
范”等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实现了油茶品质提升和
栽培技术优化，油茶林产出大幅提高。

常山县油茶加工企业加工产品单一，多年来还
停留在山茶油精炼的传统加工水平上，效益低下。
针对产业现状，在常山县科技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下，沈建福先后走访和服务了县内多家油茶深加工
企业。利用自己多年从事油脂加工的专业特长，通
过引进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帮助多家油茶加工企

业就山茶油加工和综合利用、膳食营养平衡山茶调
和油、化妆品山茶油及油茶蒲综合利用等新产品的
开发等方面进行技术研发和指导，丰富了油茶加工
产品种类，拓展延伸了油茶产业链，如今常山县的
油茶已经销售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手中，年产值高
达10亿元。

“只要企业或者农户一有困难，我就立即出发，
去帮助他们。”对于沈建福来说，作为一名科技特派
员，为农户解决实际困难是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
工作，他一年要去芳村镇30多次，每到11月油茶采
摘好要进行加工的时节，是他最忙的时候。油茶加
工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榨出的山茶油质量不
达标，这个时候沈建福要帮他们找原因；农户采摘
来的油茶籽如何做好防霉工作，沈建福告诉他们要
合理存放，送到有烘干设备的加工厂进行烘干；镇
里有位油茶大户由于天气干燥，油茶地着火被烧了
300多亩，沈建福帮他们找政府资助，并且重新种植
了油茶新品种……

2017年，芳村镇油茶低改面积达到了6500亩，油
茶新品种种植面积达到了5600亩，油茶籽产量提高
85%以上，农户人均年收入达到15000元以上。而在
2005年，芳村镇当地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同样是
油茶种植，但当时农户人均年收入很低，只有3800元。

“科技特派员对我而言是一份责任和担当，我相
信每一名被赋予使命的科技特派员都要为人民做好
实事。”沈建福透露，接下来他将深入研究油茶蒲提取
物的减肥降脂作用以及抗前列腺癌及预防老年痴呆
等方面的作用，将大健康战略与油茶产业相结合，延
伸出油茶在化妆品领域以及动物饲料领域的产业链，
将油茶种植好、加工好、利用好，再把健康的油茶产品
送到百姓的手中。 本报记者 徐璐璐

“我平时做事比较注重方法。”2010 年，杜龙岗
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第一次来到山清水秀的三
门亭旁，初来乍到的他并没有急于开展具体工作，
而是对当地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因为之前学的是
玉米培育种植方面的相关知识，于是他决定首先
以当地鲜食玉米的种植情况为切入点。他前前后
后走访了三门县农业局、三门县种子市场和亭旁
镇农技站，了解当地的鲜食玉米种植情况、消费习
惯以及品种结构。

他发现三门县鲜食玉米需求每年都在增长，年
种植面积在5000亩左右，但是主栽品种仍旧是多年
前选育的“苏玉糯2号”“美玉3号”等老品种，不仅产
量较低，而且品质不佳。当时浙江省农科院最新选
育的优质高产甜糯型玉米新品种“浙糯玉 5 号”“浙
糯玉 6 号”等，不管在产量和品质上，都远远要优于
那时三门县的主栽品种。于是，他明确了工作思路，
决定以调整当地玉米品种结构为突破口引进玉米品
种，帮助当地群众提高生产效益。

经过半年的小规模试种，杜龙岗摸清了“浙糯玉
6号”在当地生长习性和种植技巧，接下来要面对的
就是如何在群众中推广出去。杜龙岗在当地政府的
协助下连续举办了春、秋两季现场观摩会。邀请种
植户现场观看并品尝新品玉米，让他们对新品种有
直观的认识和了解，还邀请专家现场讲课、发放宣传
资料取得种植大户的认可。

经过 2～3 年的示范推广，目前“浙糯玉 6 号”已
基本取代了“苏玉糯 2 号”等老品种，在三门县的
种植覆盖率达到了 50%以上。鲜穗平均亩产量比

“苏玉糯 2 号”增产 20%左右，市场销售价格提高
1～2元/公斤，种植新品种给农户增加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

在基层，科技特派员往往会碰到各式各样难题。
杜龙岗并没有受困于专业知识的局限，他充分发挥科
技特派员的纽带作用，帮助其他农业合作社和农科院
相关专家对接，解决他们的实际生产问题。他经常与
县科技局、乡镇干部说：“我不是一个人在三门，我是
代表了整个农科院的技术在三门服务。”

2013年，三门寅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三门县
重点农业扶持基地——三门县农博园内种植了85亩
设施大棚栽培的铁皮石斛。公司共计投资了1000余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700余万元，每年需支付利息100
余万元。正常情况下，两年后，一部分铁皮石斛可以
上市，缓解经济压力，但实际生长情况不如人意。

针对该情况，在三门县科技局的组织下，杜龙岗
联系了农科院园艺所的郭方其以及植微所、土肥所
等三位专家到该基地进行现场指导。他们针对发现
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并推荐了一款农
科院自主研究的铁皮石斛专用有机肥料，赠送其试
用。寅草公司在听取了农科院专家的指导后重新恢
复了种植信心，缓解了危机。

杜龙岗就是如此，他不会局限于眼前的条件限
制，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为亭旁镇的群众做好事、
做实事。在亭旁镇担任科技特派员期间，杜龙岗累
计帮扶农业合作社和企业 7 家，开展各类专题讲座
10余次，培训人数达400多人次，累计发放各类资料
500余份，涉及玉米、水稻、百合、铁皮石斛、果树、蜂
蜜等各个行业，邀请农科院果树、铁皮石斛及植保、
栽培等各行各业相关专家下乡指导10余人次，通过
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实
际问题效果明显，较好地发挥了科技特派员科技桥
梁的作用。期间，他荣获 2011 年、2014 年省优秀科
技特派员称号。 见习记者 柳扬

陈思宇 “我们的目标是百亿产业！” 诸葛毅 二级教授的第二次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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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宇（右二）在龙泉市八都镇平山岭工业园区指导家居企业主板材生产

杜龙岗（左）在三门小品果蔬专业合作社指导鲜食玉米生产

诸葛毅（中）在开化县音坑乡什城村王家自然村看望失能老年人

沈建福（中）在油茶种植基地现场指导农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