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荷”为生，嘉藕天成

嘉野生态农业从湖里蹚出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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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培清 通讯员 陈潇
雨）天气寒冷，脐橙怎么防冻？发展农旅，
赏花吃桃怎么兼得？12月9日，市科技局
组织市农科院专家深入嘉鱼陆溪镇印山
村康丰源景区果园现场指导服务，解决管
理中的实际问题，助力乡村振兴。

位于嘉鱼县陆溪镇南部的印山村
曾经是一个无特色经济、无村集体经
济、无产业项目的“空心村”。2016年1
月，祖籍印山村的新加坡华侨龚康回乡
投资成立康丰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带动千亩桃园基地、脐橙基地、精养

鱼池基地等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兴旺、
群众生活幸福的“网红村”。

眼下，园区负责人正在为脐橙基地的
防冻和桃园基地的修剪、追肥、防虫等问题
困扰，看到专家来了，果园管理人宋师傅像
看到了救星，“我们现在凭经验管理果园，
黄桃缺什么元素，就补什么元素，但是土壤
的PH值到底是多少，应该补什么量，我们
真拿不准。补少了不够，补多了浪费了。”

“当前要注意加强脐橙的防冻，还
要剪掉秋梢，要不然会影响树形和来年
结果。”在脐橙基地，市农科院技术专家

郑丽和夏文娟对果树进行示范修剪。
在仔细查看了桃树的枝干，了解了修
剪、施肥等过程后，郑丽又及时对接了
省农科院专家，约定了测土配方施肥的
下一步行动。一系列操作，让宋师傅吃
下了“定心丸”。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发展，技术
是关键。近年来，市科技局聚焦群众缺乏
种植养殖技术、农业科技转化率不高等问
题，积极组织农业专家、科技特派员下沉
到田间地头指导服务，提高农业产业经济
效益，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记者 杜培清 通讯
员 金校）12月9日，咸安区科
经局召开咸安区2021年度专
家人才专题研修班暨农业科技
特派员工作会，学习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宣读《咸安区科技
特派员管理办法》，研讨和部署
下一阶段深入推进新时代科技
特派员制度的任务举措。

会上，50余名科技特派员
一起学习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和《咸安区科技特派员管理
办法》，省级科技特派员张加
川、市级科技特派员张继良、区
级科技特派员程技分享了在农
村创新创业的经验和体会，为
全区科技特派员把握科技服务
政策，提升创新创业意识，提高
服务工作质量，积极投身和服
务现代农业、生态农业提供了
示范和借鉴。

会后，科技特派员参观了
白水畈萝卜种植基地、市食品
安全科技展览馆、水箱养鱼基
地和香城文创空间，对企业管
理模式、发展前景、主要特色
等方面进行深入了解。“这样
的学习交流活动为我们今后
大胆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创
新工作模式、提高经济效益提
供了参考，我们希望今后能与
企业建立联系，开展合作，助
推基地转型升级。”汀泗桥镇
古塘联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张晓明说。

近年来，咸安区科经局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科
技特派员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积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推进
全区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

“三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了有效科技人才支撑。
2022年，咸安区科经局将全区
农业科技特派员由38人增至
50人，并印发了《咸安区科技
特派员管理办法》，构建全区农
业科技特派员工作新格局。

咸安区科经局副局长郑
远威强调，“2022 年，咸安区
科经局将围绕‘六个一’开展
科技特派员工作，即提倡培育
一个新品种、推行一项新技
术、举行一次农技培训活动、
组织一次送科技下乡、帮扶一
批贫困人群、每个基地上报一
条有价值的科技信息，围绕优
势特色产业，发挥特派员专业
特长，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
开展形式多样的创业活动，倾
力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 杜培清 通讯员 童艳 陈潇雨

一碗野藕，几多乡愁。2012年，央
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热播嘉鱼珍
湖莲藕后，嘉鱼优质野生藕从此风靡全
国。作为野藕种植和生产的龙头企业，
湖北省嘉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构建起
野藕生态种养、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
三大产业化体系，引领区域乡村振兴，
先后荣获了第十五届中国武汉农业博
览会金奖农产品、咸宁市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咸宁市优秀扶贫企业、优
秀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荣誉。

■科学种植，促进野藕保质提产
11月25日，嘉鱼县新街镇王家月

村的湖北省嘉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野
生莲藕种植基地的湖地里机器轰鸣，挖
藕工人们身着连体水裤，手持高压水
枪，弯腰在藕田里探寻藏在淤泥里的鲜
嫩野藕。一支支白嫩的鲜藕“冲”出水
面，旁边的工人划着小筏子，将细长的
野藕拾掇起来，码放得整整齐齐，运送
到岸。等侯多时的货车拉着满车的野
藕，绝尘而去。

“嘉鱼野藕细白且节长，炖汤鲜香
粉糯，天气越冷，喝藕汤的人就越多，野
藕供不应求。”基地负责人唐攀说。

嘉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总共拥有湖地野生莲藕种植基
地 2000余亩，王家月村是种植加工的核
心基地，种植面积800余亩。为了保证野
藕的“野”味，唐攀一直按传统方法种植野
藕，坚持选择蜜泉湖、西凉湖、斧头湖自然
野藕进行栽培，不施化肥，全靠自家养殖
场的鸡鸭粪便和菜饼、芝麻饼等发酵肥，
但腐败病、褐斑病等病虫害严重影响莲
藕的产量和经济效益，让他苦恼不已。

2020年底，市科技局派来了科技特
派员，经过专家们的现场把脉，唐攀第一
次知道了合理密植、适当增施磷钾肥、及
时清除病株残体等科学种植方法的重要
性，从此高度重视莲藕种植的“产学研”
结合，与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华中农业大
学、湖北省农科院水生科技研究所等科
研院校建立了广泛的技术协作，并与江
苏、江西、湖北等地专业合作社在野藕种
植技术、水产套养、莲藕加工以及新品种
培育等方面强化合作，实施绿色防控等
标准化生产技术，确保野藕品质。

“现在野生莲藕亩产只有400-600

公斤，我们希望能增加到700公斤以上，
而且野藕的品质和外观能得到提升。有
专家支持，这个目标不难实现。”唐攀说。

■全力研发，挣脱机械化桎梏
在基地的院子里，停放着一个八角

亭大小的“铁疙瘩”，那是唐攀耗费无数
心血研发的大型挖藕机。

农业机械化滞后是一个老生常谈
的问题，莲藕种植业特别突出，唐攀为
此栽过跟头。“高压水枪挖普通藕，一个
工人每天可以挖1200斤左右。但是野
藕的泥深在50-100厘米，一个工人每
天只能挖150-200斤左右。”挖藕队伍
不稳定，人工费直接推高了野藕市场价
格，给公司的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

虽然有高校、高新企业一直在做这
方面的研发，但一直没有让人满意的解
决方案，不得已，唐攀在种植、管理之余
学习起了机械知识，前后投资40多万
元进行研发，捣鼓出了眼前的这个样
机，目前正在申请专利。

这台机器在完善细节投产后，能在泥
塘中行走，吸进的水压能达到冲藕的压力，
一台机械只需2-3人操作工，一天可以挖
5000斤左右野藕，大大降低人工成本。

唐攀说，“新型挖藕机开发成功后，
我们还可以推进跨区作业、订单作业、
托管服务等农机社会化服务。科技的
支持，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三产融合，融出致富新路子
野藕种植技术逐渐成熟，唐攀逐年

扩大规模，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模式，带动新街镇100多户农户
种植野藕，农户一亩地一年增收1000

多元。在采藕的旺季，唐攀还另外聘请
一些从山东、安徽的农民工挖藕，一年
挖藕几个月，能获得几万元的收入。

野藕种植基地规模大、花开艳、位
置优，夏季荷花开放的时节吸引了县内
外不少游客前来观赏。公司围绕“农业
旅游+”拓展农业功能，把种莲藕变为

“种风景”，积极探寻莲藕-鸭子、莲藕-
鱼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传统农业种植由

“广种薄收”向高效益的现代观光型休
闲农业转型。

嘉藕天成，好货不能埋在“饭里”。
公司针对主导产业进行上下游延伸，开
展野藕深加工和农产品电子商务，现已
成功研发野藕汤、野藕粉、野生荷叶茶
等一系列莲藕产品，引进先进的生产
线，明年即将投产，预计年产值超过
2000万元。

“县委县政府把发展莲藕产业作为
农业的主导产业，明确发展目标，到
2025年，全县莲藕种植面积达到10万
亩，其中莲藕5万亩，野藕1万亩，莲子3
万亩，藕带1万亩。总产量15万吨，产
业综合产值实现20亿元。”嘉鱼县农村
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嘉鱼县正在积
极申报“嘉鱼莲藕”区域公用品牌，组建
莲藕协会，构建以区域公用品牌为龙头、
企业产品品牌为主体的莲藕品牌体系。

“嘉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全县
面积比较大的野藕龙头企业，以后做
强了，可以严格按照统一品种、统一生
产技术、统一质量标准、统一采购、统
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原则，实
行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让野藕种
植真正成为农民致富的核心产业。”该
负责人说。

强化农技服务 助推乡村振兴

市科技局持续做农民的“贴心人”

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
制度服务“三农”
咸安区科经局召开
科技特派员工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