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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

“果农们对花期十分重视，对技术的需
求十分迫切，一年的投资能否有收益，都取
决于梨树的几天花期。”在山西省晋中市平
遥县襄垣乡郝温村村民周丁国的80亩梨园
里，原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研究员邵有
全对来自各地的梨农和专家们说道。

经过两代专家12年的接力，蜜蜂梨树
授粉集成技术已经成熟。近日，国家蜂产
业技术体系和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在
山西召开了全国梨树蜜蜂授粉节本增效
现场观摩会，以期在全国层面推广这一生
态技术。

周丁国们的烦恼与惊喜

周丁国是郝温村种梨规模最大的梨
农，几年前加入了郝温村益铭果品专业
合作社，他负责生产，合作社负责销售。

“人工授粉的办法越来越不划算。”周
丁国说。四年前，他到山西省运城市参观
学习后，改变了自家梨园的授粉方式。

平遥县襄垣乡是晋中梨产业的主产
区。一开始农户们采取人工授粉方式，大
家觉得是新技术，也是好办法，但是慢慢
地这个事情变了味。

“开始，我们用铅笔头上的橡皮沾一
点青霉素小瓶装的粉‘点梨花’，后来改用
毛线系成疙瘩授粉，但人工费用还是太
高。后来就开始用两尺长的鸡毛掸子粘
粉，授粉速度是快了，人工费也相对减少
了一大部分，但是新的成本又增加了。授
粉工具变大，增加了花粉的使用量，买的
花粉质量不保证，价格还一直攀升。”周丁
国说。

“以前雇工人每人每天一百多元，算
下来每亩要350元。现在蜜蜂授粉每亩仅
需50元左右，政府和项目每亩补助20元，
我们仅需投入30元，成本大大降低。蜜蜂
授粉后，梨树的坐果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亩比以往增产约1000斤，可以收获7000
到8000斤。”他说。去年，梨的地头批发价
为每斤3.3元，周丁国收入100多万。

梨是我国第三大水果，有3000余年栽
培历史，是一种必须进行异花辅助授粉的
水果。山西省梨树种植面积有135万亩，分
为晋中梨区、晋南梨区和晋东南梨区，品种
以酥梨为主。

“40年前，由于梨树种植面积小、梨树

品种杂，田间的授粉昆虫可满足其授粉需
要。后来，随着土地的过度开发，传粉昆
虫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加上梨树种
植面积扩大，化学农药不断使用，传粉昆
虫的数量就相对不足了。”国家蜂产业技
术体系副首席科学家、山西农业大学园艺
学院研究员郭媛说。

“目前我国梨树人工授粉的成本大幅
度提高，严重影响农作物的品质，间接影
响到食品安全。”郭媛说，推广梨树蜜蜂授
粉技术是解决梨农烦恼的好办法，也是解
决梨产业高质量发展难题的好路径。

为梨产业插上蜜蜂之翼

“人工授粉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而
且是‘乱点鸳鸯谱’。”国家蜂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所长彭文君说。

“所以，我们花了12年时间，两代专家
接力，就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让蜜
蜂爱上梨花，二是让更多梨农将这一技术
运用起来。”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院长
李捷说。

2011年以来，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在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持下，致力于
梨树蜜蜂授粉配套技术的试验、示范与推
广，先后在河南省、吉林省、辽宁省及山西
省晋中市、吕梁市、运城市等地建立了技
术示范点，用 12 年的探索创新，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梨树蜜蜂授粉配套技术模式。
事实上，蜜蜂在授粉采蜜过程中并不

青睐梨花。这是因为梨花分泌花蜜少、香
味淡、有特殊气味，自然界在有其他鲜艳
花朵时，蜜蜂不会给梨树授粉。

那么，该如何让蜜蜂爱上梨花呢？
研究人员采取了巢内诱导和巢外诱

导两种方式，其中巢内诱导通过饲喂、悬
挂诱导剂的方式刺激蜜蜂为梨花授粉，而
巢外诱导采用树体悬挂、喷施的方式，吸
引蜜蜂为梨花授粉。

在新建的梨园中，研究人员对授粉
树进行合理配置，同时使用脱粉器，在蜜
蜂携带花粉进入蜂箱时，脱掉携粉足上
的花粉，以增强蜜蜂采集梨树花粉的积
极性。除此以外，他们还发明了蜜蜂携
粉器等专利，使蜜蜂出巢时携带花粉为
梨树授粉。

“配套技术方面，我们主要做了温度
对蜜蜂采集行为的影响、温度对梨花器官
的影响、蜜蜂采集行为调控技术、蜜蜂授
粉技术等多个方向的研究。研究中意外
发现，蜜蜂采集最积极的温度恰恰是最适
合梨树生长发育的温度。”郭媛说。

这一发现，坚定了专家们推广梨树蜜
蜂授粉技术的决心。

“集成的蜜蜂授粉技术，为梨产业插
上了蜜蜂之翼。授粉产业既是生态工程，
又是农业生产服务业的新业态，千家万户

都需要，但一家一户做不到。因此，政府
支持很重要，解决好一家一户种植模式与
蜜蜂区域授粉的匹配问题还需要政府发
力。”山西农业大学校长张强说。

一只蜜蜂衍生出三个账本

除了平遥梨农周丁国的节本增效小
账，邵有全研究员也有一本经济大账。目
前，全国45%以上的梨树需要人工授粉，按
550到750元每亩入户调查数据测算，在人
工授粉成本上，全国梨农需要投入二三十
亿元。改用蜜蜂授粉后，一亩地仅需要50
元投入，同时增产效果明显。

除了经济账，郭媛他们还发现，蜜
蜂授粉方式对照人工授粉，梨果中的苹
果酸、柠檬酸和奎尼酸含量显著下降，
果实的酸度大大降低；葡萄糖、蔗糖和
山梨醇的含量提升，梨果的甜度得到显
著提升。同时，梨果果型更好，商品率
也提高了。

“简单来说，就是口感更好了、品质更
好了、卖相也更好了，不仅能算经济效益
账，还能算生态效益账。”郭媛说。

而且，蜜蜂授粉技术的大面积推广，
还催生了一个蜜蜂授粉新业态。

蜂农张龙对此感触最深，他是运城市
盐湖区西街蜂赢蜂业专业合作社的社
长。从2011年以来，张龙一直配合国家蜂
产业技术体系大田农业授粉岗位科学家
项目开展蜜蜂授粉技术示范，先后在山西
运城、晋中、吕梁等地为苹果、梨、大樱桃
等多种作物进行蜜蜂授粉，每年可额外增
加四五万元的授粉收入，占到取蜜收入的
四分之一。

同时，张龙在示范服务的过程中，还
总结出了一套为农作物授粉配套的蜂群
管理方法，提升了蜜蜂授粉的可操作性和
效率。张龙说，中国南北气候差距较大，
一年可以有多次授粉收入，为养蜂人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今后，合作社将主攻
这一新业态。

“今年是养蜂的第四年，我已经有150
个蜂箱，每年授粉收入约七八万元。今年
在平遥授完粉就回家做农活，养蜂务农两
不误，一年下来收入10万元左右。”运城市
垣曲县英言镇蜂农石国民说。

“我们的愿景是，以蜜蜂产业为支撑，
拓展农业服务新业态，打造体现‘两山论’
的山西生态产业新基地。”李捷说。

山西

科技支撑让蜜蜂爱上梨花

广告

“这个温度下，要给姜透透风……”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
丰镇的古辰家庭农场共富工坊里，生姜长势喜人，几位村民正在接
受农场负责人徐园园的现场技术培训。生姜是南湖区新丰镇的农
业特色主导产业，全镇有生姜种植户约1800户，面积近万亩。为了
让姜农有技术、有产量，更有收入，近年来新丰镇党委强化“一条龙
服务”，通过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组织姜农外出学习取经，推广大棚
喷滴灌种植等，全方位培育生姜种植主体。在种植能手的带动下，
村民致富能力得到提升，“小生姜”蹚出了一条致富路。

近期，生姜上市，除了姜农忙碌外，新丰镇的生姜加工企业也
是一片繁忙景象。新丰生姜开发有限公司共富工坊内，员工们正
忙着清洗瓶罐，腌制“姜中煌”腌姜系列产品。每年生姜上市季，
就是这批临时工阿姨的“农忙季”，洗姜、腌姜的工作每天可获得
100多的工钱，让她们干得不亦乐乎。镇党委还积极鼓励企业、姜
农利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形式开展营销，扩展销路、提升销
量。同时，新丰镇实体化运作新丰供销社有限公司，探索建立公
司运营的考评机制，发挥公司农产品营销作用，加强农企对接，以
订单的形式来确保姜源稳定、质量可靠。

陈雯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

党建引领共“富”美好“姜”来
“由衷感谢邮储银行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支持。”浙江省嘉兴

市嘉善才钰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先生看着刚刚到账的200万元
贷款资金高兴地说。

该企业是一家专精于人造革机械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公司，拥
有13项专利，属于省级科技型企业。邮储银行嘉善县支行的工作
人员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该公司近两年受疫情影响，订单量下
滑，销售额减少，原计划用于采购原材料的资金迟迟无法到位，现
急需一笔贷款进行生产经营周转。鉴于该公司的情况，银行工作
人员便向企业负责人、台商林先生推荐了邮储银行专门针对科技
型企业的纯信用线上贷款产品——“科创E贷”，最高授信可达1000
万元，正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贷款额度测试完毕后，双方立即签
署贷款合同，并于当天成功放款200万元。林先生对该行的办事效
率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表示，贷款的及时发放增加了台商到大陆投
资办企的信心，他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的温馨。

据邮储银行嘉善县支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 4 月，支
行已累计为科技型企业投放金额1.25亿元。下一步，支行将持续
加大对辖内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下科技企业融资需求的帮扶力
度，精准助力科创企业蓬勃发展。 李赋

邮储银行嘉善县支行

“科创E贷”助力科创企业发展

为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解决科技型中小
企业融资难题，邮储银行浙江省绍兴市分行诸暨市支行深入了解
科创型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难题，积极推广邮储银行科技贷产
品，加大科技业务支撑力度，持续发挥科创金融引领优势，助力科
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4月末，邮储银行绍兴市分行诸暨
市支行新增科技贷5300万元，惠及12户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有效
降低了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图为该行客户经理（右一）在浙江联颖科技有限公司做贷后
管理。 陈瑶 文/图

普惠金融服务助力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第二届东海黄鱼节在鹿西乡拉开
序幕。此次黄鱼节设置了渔网手工编织技能大赛、“黄鱼宴”及厨
艺比拼、黄鱼垂钓等活动环节，其中“黄鱼宴”吸引了近1000名游
客前往参加，又一次掀起海岛“渔”味共富的热潮。

在“黄鱼宴”厨艺比拼的现场，渔嫂厨娘们制作的15道大黄鱼
美食菜品让评委和乡亲们啧啧称赞。“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独具

‘渔’味的技能比拼活动，在展现渔乡独特风情的同时，推动海岛
群众提升就业增收技能。”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洞头区聚焦“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产业赋能，立足
“产业增效、集体增收、村民增富”导向，强化“政企共建、内外联
动”党建联建，组建“五包一”红色包联团，紧抓科技强坊、品牌铸
坊、人才驻坊、渔旅兴坊，全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生态黄鱼”共富
工坊。洞头区还推出了“黄鱼宴”特色餐饮品牌，开设直营店30余
家，延伸黄鱼预制菜、黄鱼鱼饼等伴手礼产品，开办大黄鱼休闲垂
钓项目，有效提升传统渔业的附加值。目前，全区发展海景民宿
50余家、床位600余个，带动岛上就业群众达350余人，年均增收6
万元以上，持续推动群众在渔旅融合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孔繁隆 虞诗莹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

悦享“渔”味谋共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5 月 23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
究所和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举
行了合作共建“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
究所胶东半岛果树产业研究院”签约仪
式。招远物产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
被称为“中国金都”，更有“中国红富士苹
果之乡”的美誉，此次签约共建胶东半岛
果树产业研究院将为招远果业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果树产业研究院将紧紧围绕科技
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招远为
中心，依托胶东半岛果树产业生态区位
优势，聚焦当地高质量发展目标，以提
升果树产业科技含量和品牌价值为出
发点，重点开展果树产业规划咨询、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示范培训和品牌建
设等全方位合作，努力将产业研究院建
成招远市和山东省果业高质量发展的

“智囊团、技术源、成果库”，推动建设山

东省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中心，打造共
同富裕示范区齐鲁样板，用科技助力胶
东半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果树产业
高质量发展。

果树所所长曹永生表示，果树所作
为国家果树战略科技力量，主动对接胶
东半岛特别是招远果树产业重大需求，
不断深化政产学研企五方共赢合作，将
会落实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高端创
新引领。果树产业正在从传统以高产为
导向的1.0时代，向以优质、营养、健康的
导向转变，最终迈进以感官为导向的5.0
时代，我们要通过高端创新引领率先实
现向果业 5.0 时代的跨越。二是共同富
裕先行。果树产业效益高、增收快，是典
型的共富果，产业研究院要为胶东半岛
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多作贡献。三是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我们将合力助推果
树产业走好“一产上水平、二产上规模、
三产大发展”的三产融合发展道路，以品
种、品质、品味、品牌的“四品”快速提升，
有力推动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

中国农科院果树所与山东招远
合作共建胶东半岛果树产业研究院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赵艺璇

贵州省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耕地
面积本就不多，而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又
让贵州农业生产长期面临着病虫鼠害问
题，严重威胁着粮食安全。据了解，贵州
省常年农田鼠害发生面积在 800 万亩左
右，如不及时防治，每年将造成约 15 万吨
粮食损失，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负面影
响。此外，主要害鼠之一的黑线姬鼠还会
传播血热病等流行性疾病，威胁农户身体
健康。

“回顾近10年来王登副教授与贵州鼠
害科研的合作交流，给我们鼠害防控工作
及人才培养工作带来的无私帮助，千言万
语，只有感谢和感动！”贵州省农田鼠害研
究协作组负责人杨再学研究员动情地说。

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教授王登是鼠害防治领域的专家，有着
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2014年，他成功申报中国—新西兰国际科
技合作专项，想要把项目落实在最需要鼠
害防治技术的地方。几经考量，王登的目
光锁定在了山地居多，粮食受鼠害损失严
重，农村经济欠发达的贵州省。

从此之后，王登就与贵州结下了“不
解之缘”，成为了基层植保人员和农户口
中的“灭鼠专家”。2017 年中国—新西兰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结束后，他又陆续将一
些科研项目落地贵州，并派出学生常驻当
地调查鼠情、防治鼠害。这些年来，他带
领团队成员跋山涉水，深入田间地头监测
鼠情，因地制宜分析问题和解决办法，为
贵州省农区鼠害监测防治工作及科研项

目实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建议。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王登意识

到，想要深入解决贵州的鼠害问题，必须
要为当地培育大量鼠害防控人才，争取让
每个农户都能掌握基础的防控技能。

2015年至2021年，王登每年都为贵州
省举办鼠害监测与防治技术培训会，现场
示范讲解鼠类解剖和灭鼠技术。2018年，
王登又以联合国粮农组织贵州省鼠害控
制项目国家技术支持专家的身份来到贵
州，举办鼠害防控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培
训班，累计培训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 90
人。学员们纷纷表示，王登老师讲课生动
形象，将枯燥的鼠害理论和灭鼠方法讲得
朴实有趣、通俗易懂。

10 年合作之旅，13 次贵州之行，王登
为贵州鼠害治理提供了大量技术和人才

支撑，为推动贵州省农区鼠情监测与防
治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希望王登老师
能一如继往地支持和关心贵州鼠害监测
防治研究工作，加强与贵州开展深度科
研合作，持续开展鼠害防治人才培养和
培训工作，助力贵州‘鼠口夺粮’保丰收，
推动鼠害防治工作再上新台阶。”杨再学
表示。

据了解，2023 年，贵州省将建立农区
鼠情监测点18个，完成农田鼠害防治面积
600 万亩，举办农民田间学校（FFS）12 间，
举办全省鼠害防治培训会 1 次，举办鼠害
防治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培训班（TOT）1
期，召开“揭榜挂帅”项目总结会1次，切实
有效控制鼠类的发生危害，为“鼠口夺粮”
保丰收提供保障，为全省鼠害监测及防治
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贵州

专家下乡助力“鼠口夺粮”

郭媛在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检查实验蜂群。 曹嵌 摄

□□余波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日前，中国农科院油料所油菜遗传育
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王汉中院士带领科
研人员揭示杂种优势利用的核心在于“聚”
而不是“杂”，为促进杂种优势的进一步利
用提供新的理论指导。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植物生物技术》上。

科研人员介绍，杂种优势是杂交子
代在生活力、适应性、抗性和产量等方面
优于亲本的一种普遍生物学现象，利用
这一现象培育杂交品种已成为提高农业
动植物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杂种优势利
用的潜在理论基础是来自双亲的等位基
因杂合后会有更优势的表现，但研究发
现杂交品种的基因杂合程度与其杂种优
势水平的相关性普遍偏低。

该团队以一个油菜杂交组合的产量
性状为例开展了多年系统研究，发现一

个基因杂合后的表现大多不超过高值亲
本，但优异等位基因分别来自不同亲本
的多个基因，杂合后的表现因互补和累
加效应可以超过高值亲本，并且多个产
量构成性状的杂种优势连乘效应可以产
生产量的强优势。

上述结果表明，为获得最优的杂交
组合，最重要的原则不是增加亲本间的
遗传距离，而是尽可能多地聚合优势基
因，无论其是杂合还是纯合状态。这一
结论突破了认识误区，为选育强优势杂
交种指明了方向。

据悉，该团队已毕业博士生叶姜和
梁华兵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王汉中院
士和师家勤副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
湖北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生赵雪杨完成了
部分补充实验。该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和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重大
任务等项目的资助。

我国科学家揭示杂种优势“聚合”新机制

□□ 崔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磁州镇南来村的
麦田里，微风拂过、麦浪滚滚，种粮大户
赵桂虎对小麦丰收信心满满，他的麦田
早已利用植保无人机进行了“一喷三防”
作业。“我们喷洒的药液，是杀虫、杀菌和
叶面肥的‘三合一’，能够防虫、防病、防
干热风。”赵桂虎说，他种植了 600 余亩
小麦，往年都是雇人背着药箱喷药，辛辛
苦苦顶着太阳作业，还会踩伤麦苗，如今
用无人机在距离麦田 2 到 3 米高处进行
喷洒，药液能够随着下压风场精准地附
着在小麦植株上。

针对小麦病虫害易发高发的形势，
该县启动粮食生产“科技壮苗”行动，引
导有条件的乡镇、村组、农民合作服务组
织、专业合作社统一组织，在 11 个乡镇
设立了农业技术服务站。同时，磁县采
取“1+N”包村联户制度，选派262个农业
技术员实行挂牌承诺服务，让农户看得
着、能学会、用得上，切实落实好小麦“一
喷三防”各项技术措施，坚决打赢“虫口
夺粮”攻坚战。

对于磁县讲武城镇朝冠村种粮大户
王振科来说，植保无人机是自己种地离
不开的“好帮手”。在农业技术员的帮助
下，调配好的药剂会被灌入无人机箱里，
在手机上设定好程序后，无人机根据信

号指示系统，按照规划路线准确完成作
业。“及时喷洒后，药液有充足的时间被
麦穗、叶片完全吸收，作业效果会更好！”
王振科高兴地说。

“今年，我们又购置了多光谱无人机，
对作物、土壤、施肥以及灌溉等进行数字
化管理，根据不同麦苗的状况，做到即时
诊断，精量用肥用药，从而节省时间成本
和金钱成本，同时也减少农药的使用。”磁
县天道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淑
芹说，无人机作业效率是人工的百倍以
上，农业机械代替人工劳作已成为共识。

“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面掌握
小麦条锈病、麦蚜等重大病虫害发生趋
势，及时发布病虫情报及干热风等灾害
性天气预警，通过科学的技术监测和分
析对本县农田实施‘靶向施药’，农技人
员每天深入到田间地头，对农户们进行

‘零距离、面对面’技术指导，适时开展科
学防控，减轻病虫危害，确保夏粮丰收。”
磁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李树洋说。

据了解，磁县常年粮食播种面积 53
万余亩，粮食总产量 21 万吨以上，全县
农业机械保有量约6.5万台，农机总动力
达到71.57万千瓦，新型播种机、耕作机、
收获机及精量播种、施药施肥等农业机
械化综合使用率达到 87%以上，是全国
第三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之一。

河北磁县

农技员包村联户提供科技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