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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力绽放扶贫精彩 

——澜沧县竹塘乡嵩枝坝科技精准扶贫新样本 

 

工程院院士（专家）工作站—“科技小院” 

（科技彩云南.脱贫故事）云南澜沧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

49.8万人口中拉祜、佤、布朗 3个“直过民族”就达 22.88万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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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县尚有 13.93万贫困人口。2015年起，中国工程院开始定点结对

帮扶澜沧县，在云南农业大学、澜沧县成立专家扶贫工作站和云南澜

沧院士专家咨询服务站，并组建由朱有勇院士牵头、云南农业大学学

科骨干与县乡农技人员组成工作组具体负责实施。在竹塘乡云山村蒿

枝坝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用科技的力量实现精准扶贫。 

一、选定产业，走对路子，科技精准发力 

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示范基地，有 3个村民小组 183户 655人，

是“直过民族”拉祜族聚居区。2016年末，农民人均纯收入 3763元。 

（一）紧扣资源优质，摸清突破方向 

中国工程院定点扶贫团队多次实地调研，发现竹塘乡甚至整个澜

沧县冬季气候温暖、昼夜温差大、光热资源充足、有引水灌溉条件，

适宜发展冬季农业和高原特色农业。 

在海拔 1500米以下区域的气候都能种植冬季马铃薯。与夏季马铃

薯生产相比，可减少农药施用 80%以上 ，价格是正季马铃薯的 5倍左

右，农民增收。 

澜沧县海拔 1400～1800米，郁闭度 0.6以上的林地有 45.83万亩，

并多是云南松和思茅松林地，前期研究表明，松树的挥发物具有驱虫

防病的作用，松针降解后的有机质也有利于三七的健康生长，实现三

七的有机种植。另外，澜沧县生态环境优越，适宜冬早果蔬生产。 

（二）抓好技术示范，凸显成果支撑 

工作组围绕竹塘乡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制定了短、中、长期产业

发展规划：以短破局，速见成效；以中定势，支撑发展；以长取胜，

稳固后劲。确定以冬季马铃薯为突破口，迅速让群众见到成效，提振

士气，树起“依靠科技脱贫”的旗帜；以冬早蔬菜、早熟鲜食葡萄、

畜禽养殖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拓宽脱贫路子；以林下三七带动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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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种植，培育致富产业，推进可持续发展。 

朱有勇院士介绍说，其实支撑这些产业发展的科技成果都是多年

来列入基础研究、重大专项等我省各个科技计划支持取得的研究成果，

正应该在精准扶贫中大放异彩。 

云南冬季马铃薯优质、高产、生态种植技术，目前在红河、临沧、

西双版纳、德宏、保山等热区广泛推广，每年面积达 100多万亩，满

足了全国 60%以上冬季商品薯需求。 

       

冬季马铃薯喜获丰收 

由云南农业大学冬季马铃薯创新团队及县乡农技人员组成的项目

组，于 2016年 11月在竹塘乡蒿枝坝种植示范 100亩。2017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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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中国工程院专家实地测产，该示范基地冬马铃薯最高亩产为

4.7吨，平均亩产 3.32吨，亩产均达 3 吨产量目标，商品薯率达 97.2%。

按每公斤 3元的订单价格，亩增收益 9200元。”这一结果在当地贫困

群众引起了“轰动效应”。

 

冬早蔬菜示范及“参与式 IPM农民田间学校” 

云南农业大学冬早蔬菜安全优质生产技术团队研发的“蔬菜品种多样

性生态园艺关键技术和示范模式”，目前在全省推广了 9类 257个优

质蔬菜产品，产品安全性指标超过欧盟、日本要求。在示范点，开展

了 50亩冬季蔬菜种植示范，选择了高产、抗病、商品性好的番茄、辣

椒、紫长茄、花椰菜等 9个蔬菜品种，实施冬早季露地蔬菜多样性避

害高产栽培，每亩增收 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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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葡萄示范 

早熟葡萄市场巨大，从 2007年起，在省科技厅的支持下，云南农

业大学在弥勒县开展“葡萄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试验示范。通过

搭建避雨棚截断引起葡萄病害发生的关键环境因子等，葡萄损失率从

原来的 60％至 80％减少到 5％，每亩增加产值 3500至 5000元。示范

点种植了 15亩早熟鲜食葡萄，品种是 三倍体无核葡萄“夏黑”。采

用了遮雨大棚、产期调控等技术实现高品质生产。预计 2018 年 4月产

果，亩产 2吨，获利 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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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示范 

畜禽养殖一直是澜沧县农民创收的常规产业，但当地养殖水平差，

效益低。项目组结合品种的抗性、品质、生长周期，选择了当地繁育

的大三元（DLY）猪种,并由当地马开农牧有限公司提供。鸡品种选择

了武定鸡。在蒿枝坝推广科学养殖和生态养殖，183户农户，每户养

殖 10只武定鸡、2 头大三元猪，户均获得 4000-6000元经济收入。 

三七种植是云南的优势产业之一，目前面积超过 40万亩，产值近

800亿元。然而，三七种植存在连作障碍问题，严重影响了产量和品

质。利用云南省丰富的林下资源开展林下三七原生态种植，是解决连

作障碍的有效措施。项目组在竹塘乡佛堂社和李招梁子（1400-1900

米）的两个区域，布置了不同海拔、郁闭度、坡度、土壤等 10个试验

点，每个点 240～300平米，采取松针覆盖，保湿驱虫防病，避雨避病，

微生物抑制病害等技术原生态种植，出苗率达 99%。目前，三七长势

正常，如度过雨季后存苗率达 80%以上，就可扩大示范推广。预计每

亩产量 50～80公斤（干重），收入 5～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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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下三七示范 

二、科技进村入户，成果落地生根 

（一）以专家团队推新技术，让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2016 年 10月，中国工程院定点扶贫团队扎驻蒿枝坝。成员朱书

生教授说，每天清晨，草木还挂着露珠，团队成员便拿着仪器下田了。

白天在田间观察记录，晚上大家讨论研究，目的就一个，找准当地最

适合的种植项目。 

“专家都没有回家过年，和我们一起劳动，一同吃住。” 村民们

说。 

在示范点，每个示范项目都立有一个标牌，写有技术措施、目标、

责任人、技术负责人等，技术负责人都是朱有勇院士与学科专家。村

民们还给工程院扶贫团队的毛如志博士、纪韵祚教授、于德才博士、

朱书生教授等各项目技术责任人。起了别称，如“毛葡萄”；“纪蔬

菜”、“于洋芋”、“朱三七”等等。工程院扶贫项目组挂职澜沧县

竹塘乡副乡长毛如志博士负责示范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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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院士（专家）和博士、硕士把扶贫第一线变成科研主战场，

实施教学、科研、推广、生产“四结合”。 

问及博士、硕士何以能“在得住”？回答道：“这里有丰富的植

物、气候、土地资源，可以开展系列研究。院士专家也好，博士硕士

也好，真正能实现在大地写论文，让成果见实效，体现科研的价值。” 

（二）以公司、基地带农户，让农民学会真技术 

2016年，在云山村的蒿枝坝村民小组实施冬季马铃薯示范种植项

目。群众将信将疑，14名村组干部带头出资，与澜沧马开农牧有限责

任公司入股筹资 20 多万，动员 33户村民出租土地 100亩，依托公司、

蒿枝坝拉祜雅专业合作社，开展种植示范。农民到基地打工，从整地、

播种、铺滴灌和覆地膜，一直到采收，全程参与，不但学习了技术，

每天还可以拿到 60 元工钱。 

“冬季马铃薯在 11、12月播种，翌年 3、4月收获，鲜薯价位高。”

看到一堆堆硕大的新鲜马铃薯，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通过示范，已经摸清了霜冻问题，今年可以通过调整播期避过

霜期。”云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教授朱书生说：“很显然，冬马铃薯

可以做成一个能带动全县脱贫致富的产业。” 

2017年计划推广 1000亩，由澜沧马开农牧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组

织、规划、田间管理服务及后期市场运作等工作，带农民自主种植。 

冬早蔬菜、早熟葡萄种植示范采用公司+基地+农户 ，由澜沧马开

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农大教授为技术负责人，2名专业技术人员

常驻基地，带领农民种植。示范点就是“参与式 IPM农民田间学校”，

每天 20多户农民像上班打卡一样准时地来到田间学技术。采用这种模

式，竹塘乡计划发展冬早蔬菜、早熟葡萄各 1000亩，让科技成果惠及

更多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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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三七的试验示范由朱有勇院士亲自指导，3位教授、2 名博士、

1 名硕士开展种植试验和相关机理研究。由澜沧县林业局、竹塘乡政

府及澜沧马开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和澜沧澎勃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员配合种植管理。通过这种合作方式培训公司技术人员，随后由技

术人员指导和带动农民进行三七种植。 

澜沧澎勃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彭磊信心满满，只要苗能能顺

利度过雨季，计划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开展 200亩林下三

七试验示范。 

林下三七种植技术成熟后可以辐射澜沧乃至整个普洱市林下经济

的发展,有望做成一个惠及农民的大产业。 

（三）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以实效促脱贫 

一直参与学习技术，开展示范的拉祜族农技推广员彭扎发指着示

范地说，我们没种过冬季马铃薯，以往这些地种油菜，收入就是 600

元左右，今年都在万元左右了，现在群众种植冬季马铃薯积极性很大。 

村民刘新保家一共有 9亩地，去年 11 月份作为示范种植地后，专

家手把手教他，从整地、播种、铺滴灌和覆地膜，一直到采收，全程

参与,学会了技术，他准备今年冬季就自己种。 

博士们说，只要这个产业发展起来，这里不仅能脱贫，而已可以

奔小康。以后澜沧可以与双江、勐海连片发展，成为继德宏之后云南

又一个冬季马铃薯优势主产区。 

而竹塘乡党委书记黄镇对于全乡的脱贫已经心里有谱：预计到

2019年，全乡将实现冬季马铃薯种植 1000亩，产值 1000万元；冬季

蔬菜种植 1000亩，产值 1000万元；葡萄种植 1000亩，产值 5000万

元；林下三七种植 5000亩，产值 2.5亿元；扶持畜禽养殖 3031户、

实现产值 1818.6万元。3031户建档立卡户 10590贫困人口将如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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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脱贫摘帽出列。 

四、科技+教育+产业  构建脱贫新格局 

 

工程院多名院士调研扶贫攻坚，“把脉”经济社会发展 

在蒿枝坝二组有个 300多平方 2层楼的普通农家小楼被成为“科

技小院”， 挂着“中国工程院科技帮扶澜沧县竹塘乡蒿枝坝农业科技

示范点”“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中国工程院院士工作站”这可能是

全国绝无仅有的。中国工程院整合各方面资源,促进院士、专家科技成

果在云南推广与转化。助推澜沧因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多位院士带项目、带团队到澜沧，按照中国工程院“扶贫先扶

志，致富靠产业”的思路，针对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开展研究及成果

示范推广。四川农业大学荣廷昭院士团队开展饲用玉米的种植和推广，

解决澜沧地区饲草蛋白含量低，品质差的问题，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

支撑；华中农业大学邓秀新院士团队开展澜沧柠檬优质种植关键技术

研发和技术指导；华中农业大学傅廷栋院士团队开展饲用油菜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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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广，解决畜牧业饲料问题；贵州大学宋宝安院士团队开展茶叶病

虫害无公害防治技术的示范推广，提升茶叶品质；中国农业科学院陈

宗懋院士团队开展茶叶优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和推广。目前中国工程

院向国家教育部协调教育资源，建设普洱市职业教育澜沧分中心，围

绕产业发展，设置马铃薯班、蔬菜班、林下三七班等特色班级，切实

增强贫困群众的“造血”能力，激发自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构建科技

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格局，全面带动澜沧县农民脱贫致富。 

 

新闻链接：http://mp.weixin.qq.com/s/4AOQwkf4Pz8iwLQ6PXD0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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