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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农中的
“ 力量”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黄星 谢力峰

3 月 7 日，攸县新市镇何岭村迎来了久违的阳光，残

留着机耕印的农田里，一茬茬野草“突突”往外冒，草木

萌发的景象提醒着人们春耕又来了。

种粮大户夏军还未脱下羽绒服和棉鞋，但围着农田走

一圈后，发展杂交水稻制种的底气信心不减：“去年搞了

220亩田制种，今年要不扩扩面，乘胜追击！”他双手背在身

后，询问着前来搞摸底调查的“小姑娘”黄丁容。

黄丁容年龄虽小，但能耐可不小。她是农学硕士，中

级农艺师，2020 年通过人才引进，成为攸县农业农村局

种子管理站的副站长，后又被聘请为攸县科技专家服务

团“科技特派员”。为粮农增收定制“粮方”，就是她写在

田间的论文。

夏军见识过黄丁容的本事。2021 年，不满足于只种

水稻的夏军，拿出一部分土地发展杂交水稻制种，这个

念头涌现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攸县是国家级杂交

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县，成立了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推广“企业+代制商（专业合作社）+农户”生

产模式，水稻制种产业有政策红利；另一方面，相比于水

稻种植，杂交水稻制种的效益更可观，遇到行情好的年

份利润能翻几倍。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甩了自己一巴掌。“授粉的时

候，一连下了几天雨，授粉效果大打折扣，也影响了产

量，最后连本钱也折了。”夏军回忆头一年制种的经历，

仍旧心有不甘。

去年，黄丁容成了夏军的“技术顾问”。从品种选择

到机器育秧，从水肥管理到无人机授粉，黄丁容制定了

一整套技术规程，提供全生育期跟踪指导。并且，黄丁容

还争取项目支持，为基地改善基础设施，配备智能杀虫

灯，打造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示范区。

效果立竿见影，夏军秋后一算账，亩产量从 180 公

斤增至 200 公斤以上，每亩田的成本节约了 500 元左

右，“一增一降”让发展杂交水稻制种的效益逼近每亩

2000 元。

有了专家兜底，夏军从容不少，听说农业部门又选

定了一批新的制种品种，他立马来了兴趣。“要想稳住收

益甚至更进一步，一味地追求面积不可取，还得在精细

管理上做文章。”黄丁容给夏军浇了一盆冷水，因为制种

水稻对环境要求严苛，水肥管理疏忽不得。面积扩大意

味着要更多的人工和设备投入，对粮农而言，减少投入

比增加产出更见收效。

说话间，黄丁容踩在酥软的泥土上，掰开草丛扯出

几株“顽固”的野草：“耕田时，不能马虎，斩草要除根！”

她再次叮嘱夏军。

事实上，短短几年时间，益阳妹子黄丁容已跑遍攸

县的田间地头，组织田间课堂 10 多期，指导建立艾叶种

植示范基地 1个、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示范区 2个，

为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的“她力量”。

编 者 按

科技创新是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驱动力，是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的内在要求。在株洲县域，有一
群女性农业科技工作者，她们不畏
风吹日晒，不怕单调枯燥，以坚如
磐石的信念和踏实肯干的专业精
神，在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成果应
用、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推动农业
产业发展上下功夫，把论文写在田
野上，让致富成果留在农民家。

今年是我市“创新成果转化
年”，在第114个“三八”国际妇女
节，本报策划《科技兴农中的“她
力量”》特别报道，聚焦科技兴农、
科技强农、科技富农，从南五县
（市区）分别选择一名女农技员，
挖掘、展示她们的“农情”人生，彰
显巾帼风采。希望更多女性像她
们一样，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
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敢于追
梦的奋斗者。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 吴婷

3 月 6 日，海拔 1100 多米的平乐村山头，白雾蒙蒙，

冷冽依旧。翻整过的山林里，一株株刚栽种的药苗，在微

风中摇曳。树林下，村党总支副书记邝烈平耐心指导刘

石建等村民，进行药苗春栽。

“师傅，种黄精挖坑多深为好，有什么技术要求？”村

民们抛出问题。

“最佳深度5至8厘米、株距15厘米。覆土后，浇点水保

持土壤湿润……”邝烈平一边挥锄做示范，一边讲解。

52岁的邝烈平，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党总支副

书记，10 年来，常年热心传授技艺，被村民们亲切称为

“师傅”“邝姐”。

2009年，她敢吃螃蟹，利用在娘家学到的技术，在自

家山上种下 3 亩多黄精、玉竹、七叶一枝花等名贵中药

材，亩均纯收入 2万多元，她家在全村率先致富。

示范是最好的引领，村民们纷纷效仿，可理想很丰

满，但现实很骨感。中药材种植中，软苗、虫害等问题时常

出现，村民们纷纷向她求助，她从不拒绝，耐心答疑释惑。

前些年，平乐村成立仁康中药材专业种植合作社，

种植中药材 130 多亩。从此，邝烈平更忙了，只要来了求

助电话，她随叫随到，俨然“农技 110”。

新屋二组戴诗平的七叶一枝花突然大量死苗，急得

直哭。接到求助电话后，邝烈平不顾身体不适，骑上摩托

车，赶到 2 公里外的山上查看，发现是病菌导致，后经喷

药杀菌，死苗现象得以控制。

虽然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炎陵也在全力打造“三基

地”，但传统种植方式难以支撑林下经济快速发展，技术

培训刻不容缓。只要县里有培训活动，邝烈平想方设法参

加，虚心好学，掌握高畦栽培、开沟覆膜露头等新技术。她

知道村民们有顾虑，新技术如何推广，还得动动脑筋。

说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邝烈平率先应用新技术，

不仅节约了成本，亩均增收 1 万多元，村民们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主动过来取经。邝烈平结合当地实际，制订生

产规程，每到重要时间节点，她逐户抓落实。如今，平乐

村中药材种植名声在外，吸引了茶陵、井冈山等地村民

前来参观学习。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吴丹丹

“去年这时都采茶了，今年咋还没发芽？”茶农

晏建新一脸愁容。

“前段时间气温低，可能要推迟 10多天。”谭婷

解释道，“只要温度达到 10度以上，发芽很快。”

……

3月7日，醴陵市枫林镇金阳村，空气中弥漫着寒

冷的气息，漫山遍野的茶树错落有致，一片片翠绿的

茶园像一张张美丽的绿毯，铺满了层层叠叠的山峦。

晏建新是醴陵市雅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仅在金阳村就种植了 400 亩茶树。看着别

的地方春茶陆续采摘，他向谭婷寻求支持。后者立

即赶到茶园，现场把脉支招。

90 后的谭婷是醴陵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

站长，湖南农业大学本硕连读茶学专业后，2017 年

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到醴陵。

“别看谭站长年纪轻轻，但专业了得，名气不

小，我们叫她‘茶博士’。”晏建新说。

在茶园，谭婷仔细查看茶树长势，询问病虫害

防治和施肥等情况。

“今年茶园做出的干茶品质不好，想请‘茶博

士’过来指导一下……”2022 年 5 月 9 日，谭婷接到

了醴陵市湘浩峰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仁

钦打来的求助电话。匆匆赶到现场后，她发现该合

作社具有加工花香红茶的茶树品种条件。

谭婷喜出望外，又联系了母校的专家，约定共

同到该合作社开展一次花香红茶加工培训，现场

提供技术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她的推动下，

醴陵花香红茶首制成功。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比普

通红茶，均价每斤要高出 2000元。

在谭婷看来，工作和专业对口，能够倾其所学

与服务“三农”结合起来，是极其幸运的一件事。虽

是二孩妈妈，但她把全部的忠诚和力量，奉献给了

醴陵农业。

这些年，谭婷组织茶企以瓷茶结合等形式，在

各地茶博会上进行展示展销，扩大“湘醴御茗 韵

雅九州”知名度，让好茶走向千家万户；频繁进村

为茶农讲课，培训基层农技员和茶农 530余人次。

近年来，醴陵茶产业有了长足进步，茶园面积

稳步扩大，年产值由 1.4 亿元增至 2 亿元，近 3 万名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增收致富。谭婷很是

欣慰，她说，茶产业是富民产业、生态产业，小茶叶

可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叶子”。她希望做足茶文化、

茶产业、茶科技“三茶”融合文章，通过培育龙头、

引进高端生产线，带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百

姓的日子蒸蒸日上。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陈君勇

3 月 7 日早上 7 时许，暖阳洒在茶陵县虎踞镇乔

下村连片农田里，将绿油油的蒜苗衬得生机勃勃。

在这片“绿海”中，一排钢架纱网搭建的大棚格外显

眼，一垄垄粗壮的蒜苗清晰可见。

在大棚里，从县城赶来的茶陵县农业局经济作

物站站长陈文艳正在埋头工作。拨开浓密的蒜苗

叶，翻看土壤；挑选样本小心拔出，称重量长；认真

检查蒜苗是否受病虫害影响……虽然辛苦，但她的

脸上洋溢笑容。

“这个样本株长 97 公分，重 175 克，长势比去年

好，总算是超过了老蒜种。”拿着新出炉的数据，陈

文艳长长地吁了口气。

不怪她这么紧张。早在 2018 年，茶陵县启动了

紫皮大蒜提纯复壮项目，聘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麻

类研究所专家团进行研发。然而，由于低温天气和

储存技术不到位，因 2021 年交付的 1 万粒蒜瓣严重

减产，导致项目延期。

2021 年，作为高级农艺师，陈文艳“临危受命”

带领团队参与紫皮大蒜提纯复壮项目。从当年 10月

到次年 5月，陈文艳常常驻扎在田间，终于在 2022年

收获足够的蒜瓣，完成了该项目。

项目结束，但紫皮大蒜的复兴之路才刚刚起步。

要全面推广这批新蒜种，至少还需 5年时间。关键在

于如何在技术和成本上做减法，减少蒜农负担，提高

种蒜效益，是摆在陈文艳眼前的重要课题。

指着大棚里种植间距不同、生长速度不一的蒜

苗，陈文艳介绍道，这些就是她所在团队取得的实

验成果。“新蒜种有新种法，间距、施肥、除草、温度

等每一个细节都要一步步摸索，只为让老百姓种好

新蒜。”陈文艳说。

在乔下村连片的蒜田里，铺满了冬茅草，相较

于以往铺放的稻秸秆，冬茅草的降解速度更慢，防

止杂草生长效果更好。这是陈文艳这些年用多种

秸秆、干草覆盖蒜田对比实验成果之一。

临近中午，陈文艳忙完大棚里的工作，还没

走出田间，就被几个村民“堵住”。“陈主任，我家

的蒜苗叶有些泛黄，是不是出现病虫害？”“陈主

任，现在是否要开始做排水工作？”面对村民的

咨询，陈文艳逐一回答。

“我们在这里实验最大的收获，就是改变

了村民的种蒜习惯。”陈文艳说，以往，茶陵蒜

农大多懒得做后期管理，种蒜全靠老天爷，而

今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蒜农变得勤快

了，大蒜产量也不断攀升。

回县城的路上，陈文艳在车里和同事认

真讨论总结今天的观察结果。防杂草措施还

得继续实验，施肥手段也要继续简化……她

拿着笔记本逐条记录着。

“紫皮大蒜是茶陵的地标产品，如何让它

复兴，为蒜农带来效益，凝聚了太多茶陵农业

人的心血，力争这个目标早日实现。”望着车

窗外连片的蒜田，陈文艳语气坚定地说。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肖霜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渌口区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股的田雪飞格外忙碌，她不仅要深入田间地头，

推广早稻集中育秧技术，就改良育秧床土、及时浸种催芽

播种、防止串芽等问题提供技术指导，宣传新的农

业政策，还要忙着整理完善朱亭镇申报国家级农

业产业强镇的繁杂资料。

今年 45岁的田雪飞扎根农业一线已有 16年，

少女时期，她憧憬着当一名医护人员，结果却误打

误撞学了农学，随着学习的深入，她对农业的兴趣

也愈加浓厚，于 2008 年进入株洲县（今渌口区）农

技推广中心。

受限于农村思想观念相对陈旧、农民农业知

识技术缺乏等现实原因，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并不

容易。田雪飞一方面努力钻研业务，为自身充电；

一方面积极到镇村走访，了解农民的生产方式和

遇到的实际困难。有一年，渌口区乡村大面积发生

恶苗病，植株疯长、枯黄，最终出现枯死现象，当地

农民习惯用石灰水等传统方式消毒，但未能阻止

病情蔓延。田雪飞和同事们挨家挨户上门示范，手

把手教当地农民用消毒药水浸种，最终解决了这

一问题。

农业技术工作者的本事既在技术，

更在推广。作为一名高级农艺师，田雪

飞发挥自身所长，担任“一人学一技”授

课教师，指导培训 1200 多人；主持实施

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

培育 1000 多个科技示范

户，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2

万户以上；推广中早 39、

泰优 390 等 10 多

个水稻新品种及

绿色防控、修复治

理等 10 多项新技

术，推广集中育秧

面 积 3.4 万 亩 以

上 ，亩 均 增 产 38

公斤以上，亩增收

160元以上。

田雪飞不仅用心

用情推广普及农业技

术，还致力于渌口区农

业品牌建设和龙头企

业培育。她投入大量时

间，负责“株洲王十万

黄辣椒”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的申报工作。2020

年，“株洲王十万黄辣椒”成功

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为

这一农产品迈入品牌化、产业

化之路打下重要基础。她积极

宣传政策，协助、支持 24 家农

业经营主体建设冷链仓储，有

效地提升了农产品品质。

懂农业、爱农村，田雪飞

成了农民贴心的好帮手，收获

众多荣誉，多次获评“优秀共

产党员”“先进个人”，还获得

“2019—2021 年度全国农牧渔

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奖一等奖”。

黄丁容：为粮农增收定制“粮方”

邝烈平：让名贵药材变致富“药财”

谭婷：“茶博士”培育“金叶子”

陈文艳：打响富农新“蒜”盘

田雪飞：
培“土”育“苗”好帮手

田雪飞田雪飞（（右右））在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在田间开展技术指导。。肖霜肖霜 摄摄陈文艳挑选试验田内的大蒜样本陈文艳挑选试验田内的大蒜样本。。陈洲平陈洲平 摄摄

谭婷查看茶叶长势谭婷查看茶叶长势。。刘毅刘毅 摄摄

邝烈平邝烈平（（右右 22））指导村民们种植黄精指导村民们种植黄精。。盘建军盘建军 供图供图

黄丁容黄丁容（（中中））与夏军谋划今年的水稻制种与夏军谋划今年的水稻制种。。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