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前沿科技“植”入田间——
村里的稻渔综合种养数字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成我省首
个稻渔生境监测站，建成稻花鱼
车载物联网

稻花香里鱼欢跃，农家米香儿时
味。9 日，光泽县第三届稻花鱼米食味
鉴评活动在福州市三坊七巷举办，米
饭制备现场热气升腾，香味弥漫。外
观、适口性、滋味……嘉宾们一边品尝
稻花鱼米的美味，一边综合评判。这些
产自“科技村落”光泽县止马镇仁厚村
的稻花鱼米，吸引了市民、游客和经销
商扫码下订单。

“稻花鱼米生态种养，我们 2024年
还没种就都被订光了。”仁厚村党支部
书记、联农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
建仁喜滋滋地对记者说。

稻花鱼米是如何种植？春耕时节，
记者走进地处闽赣边界的仁厚村，在
稻渔综合种养数字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只见村民们忙着加固田埂、清理水
渠，一派忙碌的景象。

“下个月就要犁田、施用有机肥，
为种水稻做好准备，这水渠也就是鱼
沟，7 月投放鱼苗，到时‘稻在水中长、
鱼绕稻间游’……今年村民们积极性
还是很高的。”对于今年的稻渔种养，
周建仁充满希望。

周建仁对记者说：“春节是光泽渔
米销售旺季，1 月，我们合作社的渔米
销售额 138万元，是创社以来月销售额
最高值，同比增长 42%。”

放眼望去，稻田里竖立着几台配
有太阳能电池板的监测设备。

“它可以智能感知、远程实时监测
并自动保存气象、土壤、光照、水质等
数据。”周建仁说，这是福建首个稻渔
生境监测站，为有效监管和实时响应
提供科学依据，去年 9月通过同行专家
组现场验收。

“用高科技种养稻渔，咱过去想都
不敢想，现在变成了现实，还特别省
心。”周建仁说，得益于科技特派员服
务团的帮助，大家发展信心都很足。

周 建 仁 是 一 名 出 生 于 仁 厚 村 的
“80后”，2016年，从事乡村教育的他带
着建设鱼米之乡的梦想，返乡创业。

回忆起 8年前春节回家情景，周建
仁至今仍唏嘘不已。仁厚村村民三分
之二外出打工，在家务农不足 200 人，
2200亩耕地抛荒了近一半。

怎样才能带动村民致富？周建仁
把目光放在抛荒地上，成立光泽县联
农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联农合
作社”），专心搞稻渔综合种养。

稻 田 养 鱼 是 一 种 古 老 的 养 殖 方
法，这种共生、互补的生态农业模式，
同一块稻田既种稻又养鱼。

“刚开始，我不懂种田又缺技术，
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周建仁说。2016
年联农合作社初创时，稻渔综合种养
102 亩，销售收入仅 21 万元；2018 年面
积扩大至 500 亩，销售收入也只有 170
多万元。

2018 年，经《福建日报》“助村”栏
目联系，在林文镜慈善基金“大地之
子”颁奖活动中，周建仁与省农科院数
字农业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创业导师
黄献光结缘。“黄老师推荐合作社与永
辉集团对接直销，开启数字农业助力
产业振兴的探索。”周建仁说。

也正是在黄献光的推动下，仁厚
村与省农科院开始合作，探索通过科
技创新赋能乡村发展，这为“科技村
落”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当年，省农科院数字农业研究所
与仁厚村、光泽县联农合作社签署共
建稻渔综合种养科技示范基地合作
协议，组织国家、省、市、县、乡镇五级
科技机构专家，开展科技特派员集团
服务。

2018 年，联农合作社成为光泽县
生态食品城信息化平台优质稻示范单
位，在仁厚村建设可视化监测系统。

“刚开始，大家以为只是做样子，摆‘盆
景’，给领导看的。”周建仁说。没想到，
次年就建成稻渔综合种养网络认养系
统。“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的好产品，
还要比拼认养下单的手速呢！”周建仁
说，2020 年，合作社在福州举办光泽县
首届稻花鱼米食味鉴评与网络认养，
吸引三生石连锁餐饮等一批优质客户
签署供货直销协议，打响了光泽县稻
花鱼产业品牌。

数字支撑带动合作社销售收入增
长，增强了周建仁建设数字稻田的信心。

2021 年，依靠专家指导，合作社建

成稻花鱼车载物联网。“水温、溶氧量
都能实时监控，保障了稻花鱼运输成
活率。”周建仁说。当年，联农合作社带
动全县 7 个村共同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1500 亩，销售收入 479 万元，帮助农户
增产增收。

2022 年 6 月，省农业农村厅、光泽
县委、省农科院在光泽县会商确定，正
式开展“科技村落”建设试点。

如今，仁厚村已建成互联网+生
态稻渔科技示范基地，打造成生态光
泽品牌，推动稻花鱼及渔米直销永辉
超市、三生石连锁餐饮和都利米业。
光泽“稻花鱼米”获得国家绿色食品
标志认证。

周建仁给记者算了一本账：2020
年至 2023 年，联农合作社年销售额从
441 万 元 增 长 到 632 万 元 ，年 均 增 长
14.4%。2023 年，还帮助建阳区农民直
销稻花鱼，销售收入 632万元。

“光泽县数字化稻渔综合种养模
式 ，正 向 全 省 6 个 设 区 市 30 个 村 推
广。”黄献光介绍。这位稻渔综合种养
产业振兴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发起人，
已连续 3 年牵头组织全省 30 多个示范
县，前后举办三届全省优质渔米评比，
推荐省内金奖单位参加全国比赛，获 2
项全国优质渔米金奖。

“光泽县的这项实践表明，数字技
术助力产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叠加、
放 大 和 倍 增 效 益 ，有 力 推 动 乡 村 振
兴。”长期研究数字技术助力农业发展
的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说。

如今，与仁厚村对接的稻渔综合
种养产业链专业团队，仅省农科院就
有数字农业、水稻、生物技术、资源环
境与土壤肥料、植物保护、果树、亚热
带作物多个科技机构的跨学科 50多位
专家组团服务。

“每到农时农事关键节点，专家团
队都会到仁厚村开展科技服务，每年
近 100 人次。”正在田头察看数字化装
备的黄献光说，今年计划引进省农科
院研制的“基于机器视觉水稻害虫智
能监测装置”，为施用农药防控害虫提
供科学依据；引进示范优质水稻“福香
占”无人机直播养鱼配套技术。

“在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支持下，
我们将围绕稻花鱼三产融合，打造生
态产品区域品牌，促进‘鱼米之乡’迈
向高质量发展。”说起未来规划，周建
仁充满信心。

昔日少人问津的仁厚村，如今已
成为省乡村振兴“一村一品”专业村、
省农业科技推广示范村，成了城里人
观光、休闲、体验的向往地。“稻花鱼”

“稻花鱼米”故事还将继续……

把智囊团队引向农村——
村里专家团队 43 人来自多

个研究所，对接 16 家科研单位，
实现多部门、跨机构、跨学科组
团服务

眼下，闽北气温逐步回升，在光泽
县城北面的崇仁乡崇仁村的农业科技
示范园大棚里，草莓散发浓郁奶香气
息，小西红柿颗颗晶莹剔透，采摘游客
络绎不绝。

“示范园去年 3 月开工，8 月建成
投产，已收成 3000 多斤叶菜，今年 1 月
开园以来，果蔬采摘活动广受欢迎。”
省检察院驻崇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黄
声锋说，示范园预计每年将增加村集
体收入 16 万元，吸收 40 多名本村剩余
劳动力。

示 范 园 占 地 103 亩 ，集 培 育 、种

植、采摘、研学于一体。不同于传统大
棚，它全部采用无土栽培技术，通过自
动化控制系统实现科学管理，目前已
拥有 8座现代化大棚。

“村里原先无土栽培设施不完善、
日常管理不规范、管理人员技术落后，
园区建设多亏了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的
支持。”黄声锋说。

雷锦桂正在大棚里“巡视”，他是数
字农业乡村振兴服务团队首席专家、老
区苏区县（光泽）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
长，去年 6 月起，半年时间他 11 次带领
团队到光泽，指导崇仁现代农业示范园
和“科技村落”建设。目前村里引进了设
施无土栽培、农业物联网等 5项新技术
及42个蔬菜瓜果新品种。

“崇仁村不仅文旅产业底蕴深厚，
而 且 产 业 优 势 突 出 ，科 技 创 新 有 亮
点。”雷锦桂说，创建“科技村落”是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崇仁村通
过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将打造农文旅
融合的智慧农业样板。

除了果蔬种植业，崇仁村的药材
种植业也因“科技村落”的共建而蓬勃
发展。

春节刚过，在“科技村落”崇仁村
的多花黄精与瓜蒌、大豆复合套种示
范基地里，省农科院中药材团队的专
家苏海兰蹲在地上，指导农户做好春
季管理及套种大豆的翻地准备。

“以前单独种植瓜蒌，每年除草要
花很多成本，浪费了棚架下的空地。这
两年多亏了苏老师指导，46 亩瓜蒌套
种多花黄精和大豆，2023 年总产值 50
万元。”光泽县富屯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吴仙旺说。

苏海兰介绍：“利用瓜蒌是多年生
落叶藤本药材、多花黄精是多年生喜
阴药材、大豆春季生长及改善土壤等
特性，瓜蒌搭架种植、瓜蒌架下套种大
豆，大豆与多花黄精间作，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和药材种植效益。”

崇仁村长期种植中药材，但存在
品种选择不清、种植技术水平低等问
题，省农科院林下药材团队与企业和
种植大户合作，开展七叶一枝花、多花
黄精、元胡等药材生态种植技术与模
式研究与应用推广，突破了药材种苗
繁育和生态种植技术，提高了产量与
效益。以崇仁村为核心，带动闽赣两省
30多个村共同发展中药材种植业。

“科技村落”的建设，目的是要破
解村落产业链关键技术难题，需要科
技特派员集团服务，由“单人单点”向

“集团联动”转变，实现多部门协同推
进。崇仁村多个产业从中受益。

崇仁村现有专家团队 43 人，引进
人才 5 人，乡土人才 13 人，本地企业 9
家，对接科研单位 16家，科特派服务团
按专业划分为中药材、白羽肉鸡免疫
净化及种鸡繁育、设施蔬果、“绿肥—
烟—稻”周年轮作等 4个小团队。“以设
施蔬果团队为例，成员来自省农科院
数字农业、作物、中药材、植保、生物技
术、资源环境与土壤肥料等多个研究
所，实现多部门、跨机构、跨学科组团
服务。”雷锦桂说，遇到“疑难杂症”，大
家“会诊把脉”，推动问题的快速解决。

“科技村落”渐长成。崇仁村这座
古韵源远、风光旖旎的传统村落，已成
为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
2021 年至 2023 年，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1.6 万元增至 2023 年 2.1 万元，村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逐年增强。村集体收入
从 2020 年的 5 万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24 万 元 ，增 长 近 4 倍 ，解 决 了 崇 仁 村

“资源空间受限、村集体收入薄弱、属
典型负债前行村”的这一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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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福建省委一号文件提到，建设一批“科技村落”，动员社会力量投入乡
村振兴，完善科技特派员等制度。

科技“高大上”，村落“接地气”。2022年6月，省农业农村厅、光泽县政府和
省农科院启动“科技村落”培育共建；省农业农村厅安排经费给予光泽县、建宁
县，支持“科技村落”和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先行县建设。去年，省农科院、省农学
会联合发布实施《“科技村落”建设与管理指南》团体标准，首批“科技村落”光泽
县止马镇的仁厚村与崇仁乡的崇仁村，通过专家验收并授牌。

“科技村落”是我省在全国首创的科技赋能村庄建设模式，通过搭建科技进
村入户平台，整合省农科院等单位优势科技资源和科技特派员队伍，组织跨科
研机构的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实施全产业链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整
村推进科技进步，探索科技特派员集团服务工作新机制。今年，全省将培育共建
“科技村落”35个，助力“千万工程”建设。

本期《深读》记者走进仁厚村和崇仁村，透过共建的“科技村落”来观察我省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核
心
提
示

我
省
在
全
国
首
创
科
技
赋
能
村
庄
建
设
模
式
，实
施
全
产
业
链
技
术
集
成
创
新
与
示
范
推
广
，整
村

推
进
科
技
进
步
，探
索
科
技
特
派
员
集
团
服
务
工
作
机
制—

—

﹃﹃﹃﹃﹃﹃﹃﹃﹃﹃﹃﹃﹃﹃﹃﹃﹃﹃﹃﹃﹃﹃﹃﹃﹃﹃﹃﹃﹃﹃﹃﹃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科
技
村
落
﹄﹄﹄﹄﹄﹄﹄﹄﹄﹄﹄﹄﹄﹄﹄﹄﹄﹄﹄﹄﹄﹄﹄﹄﹄﹄﹄﹄﹄﹄﹄﹄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长
成
记

□
本
报
记
者

李
珂

通
讯
员

蔡
淑
芳

邱
英
东

文\

图

行走在八闽大地正在培育共建的
“科技村落”，惊叹于一项项科技成果，更
为背后的建设思路感慨。

按照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发展村落
产业，才能建成各具特色的“科技村落”。
而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发展，一定要“让
技术长在泥土里”。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
的创新成果和技术突破，让产业插上翅
膀。建宁县溪口镇枫元村依靠光温和自
然隔离条件，发展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年
制种 5000 多亩，成为省级“一村一品”示
范村；印刷播种、密集烤房烘干、种子光
选机……各式机械化制种技术、装备，让
枫元村的农民种田更轻松，省时省力还
省钱。屏南县寿山乡白玉村依靠高山光
温条件发展兰花产业，科技特派员集团
的服务，破解了杂交兰花育种等关键技
术 难 题 ，兰 花 优 质 品 率 提 高 了 20% ~
30%，带动屏南县成为我省高山花卉的
主产区。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我们期待更多
这样的坚守、求新求变，期待更多好技
术、新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由“单人单点”的服务向“集团联动”
转变，破解村落产业链关键技术难题。

“科技村落”创建探索告诉我们：把论文
写在大地上，需要求新求变。作为科特派
制度发源地，福建在实践中持续推进制
度创新，近年来，在全国相继率先推出省
级科特派利益共同体备案登记保护办
法、选认行业领域科特派等创新举措，培
育共建“科技村落”又是一项创新之举。

把先进科技成果和现代生产理念带
到农村、带给企业，正是广大科特派的初
心与使命。在服务模式上，现阶段科特
派 已 从 起 初 的“ 单 兵 作 战 ”与“ 需 求 供
给”，发展到“组团服务”和“深度对接”。
接下来，这一模式如何持续迭代深化，发
挥组团效应，把优质创新资源集聚起来，
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有专家表示，当前，要不断探索完善
科技特派员集团服务工作机制，坚持为农
初心，聚焦当地产业发展难题，在服务基
层上积极探索新模式，科技特派员要从搞
科研向搞产业转换，从服务技术点到服务
产业链转换，从送技术到带资源转换，并
认真总结“科技村落”培育共建的经验做
法，不断提升服务“三农”的整体水平。

求新求变
让技术长在泥土里
□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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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9 日，光泽县第三届稻花鱼米食味
鉴评活动在福州市三坊七巷举行。

本报记者 李珂 摄

省农科院林下药用植物团队团长苏海兰省农科院林下药用植物团队团长苏海兰（（左一左一））在崇仁村指导推广中药材庭院经济在崇仁村指导推广中药材庭院经济。。 光泽县崇仁乡崇仁村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光泽县崇仁乡崇仁村的农业科技示范园 （（光泽县农业农村局光泽县农业农村局供图供图））

光泽县崇仁乡崇仁村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光泽县崇仁乡崇仁村的农业科技示范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