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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岸萌文/图

10月13日，细雨蒙蒙。
宝丰县林业局科技特派员柴冠军和同事

再次来到前营乡龙兴寺水库南岸的红叶庄
园。果子卸完后，园内果树需要追肥、冬剪，
柴冠军再次来指导。

柴冠军中专毕业，专业是果品储藏与加
工，毕业后即到宝丰县林业局工作，一直从事
果树种植管理。2017年，他被当时的县科技
局聘为科技特派员，负责前营乡岳坟沟村、槐
树岭村，观音堂林站跺上村的科技扶贫工作。

风雨无阻至田间

“柴工，今儿下着雨你又来了？快进屋喝
口茶暖和暖和。”车到红叶庄园，大家就上来
问候。

红叶庄园建于2014年，占地500亩，绝大
部分为岳坟沟村的山地。考虑到地形、水土
等情况，园内种植了桃、梨、杏、果桑、石榴、李
子等多种果树。

“果树品种多，管理起来比较复杂，请来
的工人都是周围的农民，对果树种植几乎一
窍不通。我们也找过‘土专家’，但因为知识、
经验不足，对果树管理不到位，树长得不好，
产量上不去。”庄园负责人刘亚托说。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柴冠军被派往岳
坟沟村进行科技扶贫。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果树不同，种植、
施肥、浇灌、修剪、打药等田间管理的时间和
方法也不同。柴冠军现场讲解、亲自示范、入
户面授，有时还集中培训，让村民很快掌握了
不同果树的田间管理知识，庄园开始变得生
机勃勃。

今年52岁的兰现志是槐树岭村纸房自
然村村民，是庄园里的“资深”果树管理员。
她说：“柴工来得可勤了，刮风下雨都挡不住
他往这儿跑。我一开始啥也不知道，现在会
的都是柴工手把手教的。”

近几年，柴冠军直接参与送科技下乡活
动50多次、举办科技培训班200多场（次），每
年培训果农3000余人次、发放科技资料万余

册，为科技在农村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推广优良品种新技术

科技扶贫期间，柴冠军发现很多果农或
者果木种植合作社、公司在种植果树时盲目
选择果树品种。作为科技人员，柴冠军认为，
林果业要想持续健康发展，优良品种必须先
行。

近年来，柴冠军设法筹措资金，从中国
果树研究所引进了果树新品种，如桃树新品
种春美、金硕、中油4号、中油5号等。他在
肖旗乡推广桃新品，目前种植面积有700余
亩。品种优良，再加上他的精心指导，种植
桃的果农比种植常规作物的农民每亩每年
增收 5000 元以上。他还引进了红富士优
系、嘎拉优系等苹果优良品种，目前已推广
种植面积800亩。

除了新品种推广，他还在果园中大力推
广高光效开心形树形改造技术，通过对核桃
树的提干、疏枝、开心，打开树体光照，增加透
光率，让核桃树生产更多优质商品果。

总结实践经验，柴冠军写了《核桃栽培技
术研究成果》小册子，免费印刷发放，让不少
果农受益。宝丰康龙众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在肖旗乡、商酒务镇、赵庄镇等地种植核
桃树，现有面积5000余亩，工作人员都在学
习运用小册子的知识管理核桃树。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种植核桃的，从
一开始，柴工就参与进来，后期更是一步步
给我们做指导。”公司相关负责人王振豪
说，目前，核桃树已经进入盛果期，年产鲜
核桃果 4000 余吨，“天越来越凉，这几天正
在筹备着在进行一次冬剪培训，柴工到时
候会给我们做日常管理的约 30 名职工进
行培训。”

柴冠军说：“实践出真知。搞农业、果树
种植，不能天天待在屋子里，要走出去，到田
间地头，才能看到实际情况，才能针对不同
问题采用不同的解决办法。”

他说，普及果树种植知识，是一名科技
特派员的应尽之责，他会继续在这条道路上
走下去，为更多的果农提供技术帮扶。

柴冠军：搞农业就要到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10月20日，在鲁山县张良镇杨里沟村贫
困户张宝涛的养鸡场里，鲁山县科技扶贫特
派员李艳菊叮嘱张宝涛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
与她联系。像这样的下乡入户走访，4年来
已成李艳菊的家常便饭。在科技扶贫的战场
上，她“巾帼不让须眉。”

外地青年 扎根鹰城

“很多人问我大学毕业为啥来平顶山，我
说是缘分。我在这儿18年，做了一些事情，已
经把自己当成了平顶山人。”李艳菊今年40
岁，祖籍商丘市虞城县，高中毕业后就读于郑
州牧专制药工艺专业，2002年底到鲁山县畜
牧局参加工作，后来又考上了河南牧业经济
学院动物医学本科专业，现为中级兽医师、鲁
山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主任。

鲁山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成
立10年来，平均每年采样病疫4000多份，检
测样品6000多份，出具报告2000多份。李艳
菊常年坚守在病疫检测一线，天天与病毒、细
菌打交道，一不注意就有被传染的可能，但她
从未退缩，掌握了大量的动物疫病防治第一
手资料，并充分利用所学，为养殖户安全生产
提供了技术保障。

18年来，李艳菊严谨求实、兢兢业业，连
续多年参加平顶山市动物疫病防控技能竞
赛，先后获得“鲁山县拔尖人才”“鲁山县五一
劳动奖章”“平顶山市技术能手”“平顶山市畜
牧兽医技术标兵”“平顶山市五一劳动奖章”

“河南省畜牧兽医技术能手”“河南省畜牧兽
医技术标兵”等荣誉称号。

“刚开始，养殖户见我是个女性，都不搭

理我。我发现很多养殖户防疫意识差，认为
牲口有饲料或饲草喂，饿不死就行了。”2016
年10月，李艳菊被推选为科技特派员，被派驻
鲁山县张良镇芹菜沟村、杨里沟村和麦川
村。为收集第一手资料，她积极走访调研，根
据自身专业特长，对三个村的养殖状况做了
详细调查和分析，帮助村里的养殖户做大做

强，以努力和专业赢得养殖户的信任和尊敬。

不畏艰辛 下乡扶贫

张宝涛原来是个货车司机，收入不稳定，
后在政府的帮扶下，流转10多亩土地，建起了
散养鸡场，最多时养了7000多只柴鸡。今年
中秋节前，他卖出去 2000多只，每斤 18元。

“我刚开始对养鸡一窍不通，全靠艳菊妹子跑
前跑后手把手指导。”张宝涛说，每天看着满
山遍野的柴鸡，他就看到了希望，决心不仅要
脱贫，而且要致富奔小康。

走到村民闫章青门口，李艳菊被拦了下
来，闫章青非喊她去家里吃中午饭。“这两年
喂猪的收入连年增加，多亏艳菊帮忙，消毒、
防疫非常及时，给我减轻了很多负担。”闫章
青说。

闫章青是杨里沟村黑猪养殖大户，刚开
始饲喂了 20 多头猪，后来想引进一批特种
猪。李艳菊了解情况后，帮他上网查询行情
信息，发现土黑猪市场前景不错，市场价也
高。李艳菊协助闫章青购进5头黑公猪和本
地的土猪杂交，所产的土猪适应性强、肉质
好。李艳菊建议闫章青平时重点搞好消毒，
制定标准的防疫程序，实行自繁自养。由于
猪场临近山坡，采取了放养模式，降低了养殖
设备的投入，而且喂的都是地里产的红薯秧、
玉米和野菜等，降低了饲养成本。目前，闫章
青的猪场存栏300余头，成立了章青养殖合
作社，吸收村民入股，并吸引村民在合作社务
工。

“妹子，你咋又来了？山里冷，以后再来
穿厚点。”贫困户曹小喜上来嘘寒问暖。

“听说咱家的牛快生了，我过来看看。最
近几天一定要照看好了。”李艳菊没有进屋，
直接进入牛棚，给即将临盆的母牛仔细检查，
然后又回到车上，拿出两瓶药液交给曹小喜，
叮嘱他坚持为牛棚定时消毒。曹小喜家养了
3头牛，每年靠卖牛犊和政府的补助，收入3
万多元。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能为农民做点事
儿，心里踏实。”李艳菊说。

李艳菊：植根农村 助力脱贫

李艳菊（右）在农户家检查母牛身体状况

柴冠军（右）在指导村民修剪果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