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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田婧杨 肖
竞）农忙时节，为何渌口区龙
船镇的农户们过得很“悠闲”？
原来，他们将自家农田交给

“托儿所”，由“田保姆”全程精
心照顾。

4 月 22 日 上 午 9 时 ，龙
船镇花石村的一块水田里，
一 台 高 速 插 秧 机 正 忙 碌 作
业 ，随 着 机 器 轰 鸣 ，一 株 株
嫩 绿 的 秧 苗 被 均 匀 地 插 入
田中，原本光亮如镜的水田
不一会儿就披上了一袭“绿
装”。

58 岁的肖建军是这块田
的主人，种了大半辈子田的
他今年当起了“甩手掌柜”，
将自己的 10余亩耕地全部托
管给龙船镇同展家庭农场，
并选择了“代耕代机插代防
代管代收”服务套餐。“把土
地托管给他们，就像把孩子
送到托儿所，犁田、插秧都不
用管，我还能空出时间到外
面打工。”肖建军说，往年这
个时候他忙得昏天黑地，今
年只需要在田埂上监工。

所 谓“ 田 保 姆 ”，即“ 土

地 托 管 ”，农 民 把 不 愿 耕 种
或 无 能 力 耕 种 的 土 地 托 管
给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或 种 植
大户，由其代为耕种管理。

龙船镇同展家庭农场负
责 人 文 亮 便 是 一 位“ 田 保
姆”。除了自己种的 700 亩早
稻，他还为周边农户提供农
业社会化服务，现在合作社
已有各类新型农机 10 余台。
今年，合作社签约的农事服
务业务已达 400 多亩。“从育
秧到插秧、植保到收割，我们
提供‘一条龙’服务，老百姓
劳动力投入减少了，农田产
量和耕作效率提高了。”文亮
表示。

今年来，龙船镇聚焦粮食
生产薄弱环节，着力破解“谁
来种地”难题，持续推进“田保
姆”进村，农民既能“点菜”也能

“包席”，“田保姆”按需提供半
托管或全托管服务，让农户省
心省力省钱的同时，还能提高
粮食产量。目前，该镇 12家合
作社已完成526户农户的2680
余亩水稻插秧“点单”任务，预
计每亩土地可节本增收 330元
至500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王军 通讯员/彭亮霞 方
超） 白 天 上 班 ，晚 上“ 学
艺”，夜生活里装满幸福感。
今年以来，攸县通过举办青
年夜校，开启小城青年的花
样 夜 生 活 。白 天 上 班 ，晚 上

“学艺”的攸县青年，幸福感
频频“出圈”。

华灯初上，在攸州公园
旁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青 年 夜 校 国 画 课 的 学 员 们
沉浸在一片墨香之中。课堂
上，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
老师的讲解，手中的画笔在
宣纸上轻轻勾勒，一朵朵牡
丹花在笔下绽放。

“老师教了我们运笔和
花瓣的画法，牡丹花、牡丹树
叶的画法有很多种。虽然我
以前没学过，但是我觉得画
国画可以让人静下心来，更
加沉稳。”国画课堂吸引了不
少上班族打卡学艺，学员陈

思妍几乎每堂课都不落下，
对 这 样 的 夜 间 课 堂 竖 起 大
拇指。

在攸县文化馆青年夜校
的古筝公益课上，学员们身
着精美的汉服，头戴簪花，犹
如穿越时空的古代雅士，共
同演绎了一场古筝音乐的盛
宴 。她 们 身 姿 优 雅 ，神 情 专
注，悠扬的古筝声在指尖的
拨弄下流淌而出，使现场的
观众沉浸其中。公益古筝课
自今年 3 月份开课以来，学
员 们 已 经 完 成 了 第 一 期 的
学习。

据了解，青年夜校不仅为
上班族提供了一个晚上“学
艺”的平台，也成了青年朋友
交流思想、陶冶情操的场所。
今年，攸县将重点打造国画、
舞蹈、摄影、书法、曲艺、扎染等
十余门夜校课程，满足市民下
班后“解压”“社交”“治愈”“自
我提升”等多重需求。

专 业 化 的 科 技 成 果 转

化服务机构和团队，专门为企业提供科创

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服务。

与此同时，该县成立了“企业纾困解难

领导小组”，县级领导化身“科技保姆”，与企

业开展“一对一”服务，通过走访调研，与企

业负责人谈心交心，了解企业在科技成果

转化中的“痛点”“堵点”“难点”，及时解决。

以前，今成钽铌有限公司需要两次碳

还原、两次烧结才能制成廉价的普通铌

条，每吨加工成本高达 15 万元，成本高、

利润低，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

县里一系列激励措施“点燃”该公司

科技转化热情。近年，该公司积极充实自己

的研发团队，拿出 1000 万元专项经费，历

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终于研发出“一碳一还

原”技术，生产环节由7个减为3个，产品达

国际最新标准，每吨成本降低50%以上。

目前，该县高新技术企业达 40 家，去

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6.8%，高新区

技工贸总收入达 135亿元。

农业科技的创新与转化，同样离不开

政府力推。

2020年以来，县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

元，对特色农业产业的种植、加工冷链、仓

储等进行奖补。实施“六大强农行动”，大力

发展高山水果、茶叶、中药材等产业，推行

规范化种植，产业走上专业化轨道。目前，

全县水果种植总面积达 14万亩，其中黄桃

种植面积9.6万亩，年产量8.5万吨。

季春时节，炎陵县神农茗茶有限公司

的茶叶基地，满目青翠，生机勃勃。以前，该

公司在加工红茶、乌龙茶中，遇到萎凋、发

酵不到位等问题，茶叶品质上不去。县农业

农村局工作人员联系湖南农科院专家，到

现场手把手指导，攻坚克难。如今该公司的

茶叶香味浓郁持久，色、香、味俱佳。

该县还经常举办“暖企”行动暨政银

企对接会，今年来已开展大型政银企对接

活动 2 次，企业现场签订贷款协议 2 亿多

元，为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银信部门适时推出“政银担”“特色

贷”等服务项目，其中“黄桃贷”去年累计

发放 2 亿多元助力产业发展，惠及黄桃种

植大户、村民 1800余户。

借脑借智
科研与产业“无缝对接”

近日，长沙理工大学专家团，专程来

到炎陵县湖南鑫诚圣宝龙电动车有限公

司、株洲高力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实

地调研后表示愿向企业开放共享资源，服

务其生产研究。

这只是该县举办院企对接活动的一

个缩影。通过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和高校成

果，炎陵县在产学研基地建设、产品创新、

技术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搭建起校地

企合作的新平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打通科技成

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需要跑好“最先一

公里”。

该县科工信局局长徐永前认为：“科

技成果需要落地，企业发展又需要科技成

果，如何将供需双方有效地整合在一起、

形成合力，渠道至关重要。”

走出去、请进来。该县根据当地产业

特色，每年组织企业与科研院所对接，开

展创新成果转化活动，解决产业创新与转

化的关键难题，实现从“高校院所有什么

转什么”到“企业要什么就组织产学研合

作干什么”的转变。

从上世纪 80 年代试种试产，到近年

的高光时期，规模扩容给黄桃优质栽培、

果品加工与储藏、产品分拣标准等带来一

系列技术难题。该县对接上海市农科院，

院县共建，攻克绿色防控、精深加工、自动

分拣等技术瓶颈，产业不断壮大。

产业落地，离不开专家的日常服务支

持。“炎陵县每年与湖南农大、上海农科院

等科研院所签订科技服务合同，合作方每

年派出 80 多名的科技特派员、10 多名省

‘三区’人才，深入企业、园区、乡村开展科

技服务，现场‘坐镇’指导，打通科技成果

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该县科工信局有

关负责人说。

转化过程中，该县还探索出具有地方

特色的延伸机制，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真

正让企业需要的技术能有的放矢突破。

湖南顺华锂业自行研发的磷酸铁锂电

池回收技术转化落地中，新上设备自动化

项目，仍采用过去的 MES 系统，设备不匹

配，导致生产线自动化程度不高。该公司请

中南大学矿冶研究院组织专班专题研究，

终于突破技术瓶颈。预计该项目投产后，年

产量可达1万吨，年创经济价值500万元。

自主创新
打好科技成果“转化战”
近日，来到炎陵高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利用碳还原技术，将

氧化钽制成钽锭。

“我们的钽纯度达 99.9995%，为国内

之最。”该公司相关负责人随手拿起一块

沉甸甸的钽锭说，自从有了这个“硬核”产

品，公司订单就没断过。

近年，该公司利用两年多时间潜心研

究，研发出钽条烧结技术，淘汰过去的竖

式还原炉，自主研发卧式还原炉，年产钽

条量从 60公斤增至 400公斤。

近年来，该县设立科技创新奖，对列

入国家级科技计划、国家技术中心（实验

室）并通过科技部验收认定的项目，奖励

50 万元；对列入省级科技计划、省级技术

中心（实验室）并通过省科技厅验收的项

目，奖励20万元。

顺华锂业技术研发中心 20 多名研发

人员，经常开展科研活动，提升了自身技

术竞争力。目前，该公司已申请各项专利

30 多项，授权专利 24 项。去年，该公司获

评湖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如今，该县 45%以上的工业企业，都

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团队，都有科研院所作

“科技后盾”。

与工业创新企业“各自为战”不同，农

业更多由政府主导进行“突围”。针对高山

水果、茶叶、药材、楠竹等农业产业，该县

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科技攻关，在专家帮助

下，结合实际制定标准化生产规程，提升

了农产品质量。

中药材产业建设伊始，育苗是各自为

战，由于技术参差不齐，质量难有保证。近

年来，该县引导麦芽药业等3家技术较强的

企业专门育苗，合计面积 900多亩，农业技

术人员加强技术培训，确保育苗技术到位。

其中，麦芽药业中药苗培育基地，占地 300

多亩，可移栽发展1.5万亩中药材基地。

截至目前，该县已发展特色水果 12.1

万亩、茶叶 3.52 万亩、白鹅 249 万羽，建成

国家级星创天地 2个、省级星创天地 2个、

市级星创天地 2个。

科技成果转化的炎陵路径

富欧科技工人们对涂层前的数控刀片精胚装舟。黎世伟 摄

渌口：农田交给“托儿所”

攸县：青年夜校开启新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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