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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干净整洁的环境、宽敞明亮的庭院、蓬勃

发展的产业、房前屋后勃勃生机的绿植花卉……春日，沿

着宽阔平坦的乡村道路走进晋中市平遥县中都乡梁周村，

一幅村庄美、村民富、乡风好的“和美乡村”新画卷让人顿

感赏心悦目。

今年以来，平遥县中都乡梁周村把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施策，加快发展特色产业，持续创优人居环境，全面提

升乡村振兴实效。为了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梁周村全

面落实党员干部责任包保制度，坚持“洁化、净化、美化、亮

化”相结合，不断拓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村党支

部书记李东峰说：“我们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中，

约定每月 10 日为人居环境整治日，发动村民集中整治卫

生，开展栽花、种草等绿化美化活动。同时启动‘星级文明

户’‘美丽庭院’评比等活动，全力将梁周村建设成为生态

美、生活美、乡风美的宜居乡村。” 任志霞

K 一线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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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平遥县梁周村：

美丽乡村幸福多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科技已成为驱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 年）》为全国农业

科技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近年来，山西省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深入践行科技兴农战略，在这片古老的三晋大地上

书写着科技助力农业发展的生动篇章。

政策引领，精准锚定农业发展航向。省委、省政府积极

探索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围绕农业产业需求，广泛征

集技术难题，梳理出涵盖现代种业、智能装备等多领域的

重大技术需求清单。在种源安全保障上，加速培育晋系农

作物和畜禽优良品种；针对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困境，

成功研发出一批适应复杂地形的农机具。比如长治市襄垣

县仁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玉米收获机械，凭借独特设计

解决了“行路难”“作业难”问题，极大提升作业效率。这一

系列举措，推动了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同发展，与

国家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规划相契合。

种业创新，筑牢农业发展坚实根基。种业是农业的“芯

片”，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山西省大力推进种业创新攻

关行动，启动多个国家重要特色物种和省级育种联合攻关

项目，建立种质资源共创共享机制，加速优良品种选育。在

此过程中，山西种业成绩斐然，斩获众多植物新品种权，审

定登记大量优良品种，“太行云牛”“山晋黑猪”等自主培育

品种也崭露头角。这不仅响应了国家种业振兴行动，致力

于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更为农业可持

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人才支撑，激活农业创新源头活水。山西省积极探索

构建全方位农业科研人才激励机制，从人才引进、培养到

创新团队建设、平台搭建，全方位打造一流人才发展环境。

依托科创平台和重大项目，凝聚锻炼大批农业科技人才与

团队；省级层面重塑产业技术体系，遴选科研推广专家，为

农业全产业链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同时，通过定向培养公

费农科生、培训基层农技人员、招募特聘农技员等方式，壮

大科技推广人才队伍，构建完善农技推广网络，确保农业

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应用，与国家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

设的要求高度一致。

成果转化，畅通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山西省积极

搭建成果转化平台，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省农

业农村厅联合山西农业大学举办成果转化活动，众多农业

新品种成功推介签约，彰显科研成果市场价值。此外，借助

农业综艺节目创新宣传形式，如《快乐的田野》让脱口秀演

员走进农田展示有机旱作农业技术，既宣传科技成果，又

提升“晋字号”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推动科技成果以更亲民

的方式走向市场，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实现科技

与农业产业的紧密结合。

尽管山西省在科技兴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面

临一些挑战。随着山西省持续优化政策环境，投入力度的

加大，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的加强，相信在科技的有力赋

能下，山西省农业定能持续奏响高质量发展新乐章，为农

业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贡献重要力量，在

三晋大地上绘就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壮美画卷。

姻 李全宏“科技把脉”入田间“地头课堂”暖民心

K 乡言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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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现代农业

姻 科学导报记者 刘娜

“一生只做一件事”，这是山西澳意芦

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国林的毕生

格言。

4 月 12 日，在太原市万柏林区芦荟种

植旅游观光区，《科学导报》记者见到了业

内人称“芦荟大王”的王国林。走进芦荟大

棚，指尖拂过肥厚的叶片，无限风光尽收眼

底，偌大而安静的基地，大片芦荟蓊郁苍

翠、长势喜人，有些还冒出了金黄色的芦荟

花。

“创业至今，我投入了全部精力，每一

分钱都花在了创新上。”王国林坦言道，

“澳意”追求的是创新带来的成长，通过开

发新产品，带动中国芦荟产业的发展，助力

山西乡村产业振兴。

二十多年前，还是个毛头小子的王国

林一直从事与医疗药品有关的工作。在一

次去韩国旅游期间，朋友无意间说起韩国

的芦荟化妆品最好，他通过朋友介绍进

入韩国本地加工厂参观，一番了解之后

才发现，芦荟原料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进

口的，他心想：“既然是中国制造的原料，

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属于中国的原产地

品牌？”

回国后，王国林认真考察后发现，原来

的亚洲芦荟市场 80%都被韩国占领着。然

而韩国品牌用的芦荟原料大多来自于海

南。整个芦荟行业利润的 97%都流向了韩

国的品牌和工厂，而中国的芦荟种植户只

能从剩下的 3%中分一杯羹。

在深入了解整个芦荟行业后王国林发

现，虽然国内有好的原料，但芦荟鲜汁萃取

难以储存、生产时间过长容易失去活性。市

面多数芦荟胶产品都是使用芦荟干粉冲兑

造成的，再加上大量的香精、酒精、色素、增

稠剂、防腐剂等成分，成分表上的芦荟原液

含量微乎其微，更容易导致消费者在使用

过程中过敏、爆痘。从原料端彻底颠覆传

统，做更有效的产品，在这样的产品逻辑

下，用新鲜的植物原料搭配合适的成分，制

造对于皮肤明确有效的护肤产品，生产出

能够让更多的中国消费者体验的、大众的、

平价的、适合全年龄层的芦荟胶，成为王国

林的目标。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王国林专心做芦

荟产品，2000 年初建立了自己的芦荟基

地、原料萃取工厂、护肤品生产工厂，率先

在国内成立芦荟研究所。一年后王国林推

出了“澳意芦荟”，创建了属于中国的芦荟

品牌。

王国林向记者介绍道：“全国真正有加

工芦荟产品的企业不超过 5 家，大部分企

业注重芦荟化妆品研发，‘澳意’更注重功

能性芦荟产品，2022 年我们研发了芦荟发

酵技术，可以改善多种疾病。”

如今，“澳意”经过多年跨越式发展，现

拥有 41 座温室大棚，约 10 万平方米的种

植基地，占地百余亩的芦荟种植旅游观光

园区，拥有国内多种芦荟品种，是山西最大

的芦荟种植基地。

2021 年，王国林为基地引入了先进

的物联网技术，对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

等环境因素进行实时监测与调控，确保芦

荟在最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同时，利用大

数据分析，精准预测芦荟的生长周期与营

养需求，实现精准施肥与灌溉，既提高了

芦荟的产量与品质，又减少了资源浪费与

环境污染。在种植模式上，他同样进行了

大胆的创新，采用了立体种植与轮作套种

的方式，充分利用了农场的空间与时间资

源，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与芦荟的产量。

此外，他引入了智能化管理系统，对芦荟

的种植、采摘、加工等环节进行全程监控

与管理，实现了种植过程的透明化与可追

溯性。

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提升了芦荟种植

的效率与品质，还为化妆品及保健品企业

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靠的原料来源。“澳

意”正逐步构建起一个从田间到车间的完

整产业链，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芦荟制

品。

除此之外，王国林带领“澳意”团队技

术人员长期和山西芦荟研究所通力合作，

确保每一款产品的数据、配比都精准、有

效。他说：“在未来 3~5 年，我们将积极开拓

新的芦荟发展项目，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目前已经着手开展电子商务营销以及

芦荟新产品开发，完善芦荟产业服务体系，

为企业发展插上翅膀。”

干一行，爱一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2023 年，王国林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带头

人，参加了山西省“头雁”培育项目加工班。

在芦荟原浆功能性饮料项目的研发过程

中，他邀请了该领域的顶尖专家提供技术

指导。他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如果芦荟

原浆功能饮料成功上市，公司对芦荟的需

求量也将直线上升，将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致富。”

王国林：一株芦荟“闯”出新天地

春满人间四月天，晋城高平神农镇口

则村的智慧大棚里，20 余位村民正弓腰屈

膝，将一株株嫩绿的辣椒苗栽入温润的土

壤。运苗车穿梭在棚间过道，定距器在垄

间划出工整刻度，春日的阳光透过薄膜洒

在汗水晶莹的额头上，勾勒出一幅生动的

春耕图景。新栽下的辣椒苗整齐排列，叶

片翠绿鲜嫩，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这株线椒 A4 苗根系发达，得用三

指压实营养土。”村民席晚凤说话间已利

落地完成 5 株定植，“自从村上有辣椒产

业后，我就在这上班，栽一盘苗能挣 3.5

元，我这熟手一天能种 20 多盘，既顾家又

增收。”她身后新栽的辣椒苗列队般整齐，

翠色叶片在自动喷淋系统水雾中舒展身

姿。

为打造优质辣椒生产基地，口则村投

资建设了智能化联栋大棚。大棚内配备了

自动温控、滴灌、通风等设备，物联网温控

系统实时调节昼夜温差，滴灌管网精准输

送水肥，农技专家定期检测土壤 EC 值，为

辣椒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口则村党支

部书记赵永文捧起一把改良后的基质土介

绍：“我们采用‘草炭土+腐熟羊粪’配方，既

保水透气又富含有机质，配合生物防虫技

术，确保辣椒零农残。”

今年种植的线椒 616、L3 等 4 个品种，

是经过大数据筛选的“明星产品”。赵永文

说：“今年我们通过消费者反馈，以及线上

线下的互动对消费者评价分析，发现香醋

辣椒酱需求增长明显，因此扩大线椒种植

面积。预计 6 月头茬椒上市，亩产可达

2500 公斤，部分鲜椒直供周边商超，其余

深加工成四大系列辣椒酱。”

辣椒产量高、周期短、见效快、价格稳

定，并且耐旱、易管理、采摘期长，具有可观

的经济效益。近年来，口则村积极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依托交通便捷优势，成立了故里

源农业生产服务专业合作社，采取“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的模式，流转土地 30 余

亩，建设了 20 栋春秋大棚，因地制宜种植

辣椒，发展特色大棚经济，有效带动了 2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故里源农业生产

服务专业合作社成员王师傅展示着发酵车

间：“我们坚持自然熟成，就像这辣椒产业，

要耐着性子才能酿出好味道。”

站在观景平台远眺，连片大棚在春光

中银光闪烁。赵永文指着正在平整的坡地

说：“下一步将扩大种植规模，引导更多村

民参与种植辣椒，促进村集体和村民‘双增

收’，开发研学采摘项目，让我们的‘红火事

业’真正红遍四方。”春风吹过，椒苗轻摇，

仿佛已预见金秋时节那串串“致富椒”压弯

枝头的丰收景象。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凯飞

晋城高平市口则村

陇上春潮涌“椒”傲产业兴

科学导报讯 走进长治市武乡县西川村党参育苗基

地，一排排田垄整齐划一，农机隆隆作响，在鸿顺发地道中

药材有限公司负责人霍贵德的指导下，村民们开沟、起苗、

筛检、扎捆……忙得不亦乐乎，大家分工有序、密切配合，

一派人勤春早的农忙景象。

西川村因地制宜，通过整合零散土地、引进公司、流转

土地等方式，积极引导群众发展党参产业，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产业发展不仅让土地“生金”，还吸纳了周边群

众务工，让广大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西川村党参

育苗培育基地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辐射周边近

百余名群众就近就业，逐渐走出一条富民兴村的产业发展

之路。谈及产业发展规划，西川村党支部书记李进军表示，

下一步将加大土地流转，扩大种植规模，积极引导农户广

泛育好苗、种好药，做实特色中药材产业，为产业振兴添

“新动能”，在振兴路上闪“药”光芒。 刘涛

长治市武乡县监漳镇西川村：

党参种植忙 田野焕生机

乡村振兴进行时

王国林
姻 图片由
受访者提供

姻 科学导报记者 张青梅 杨建英

一年之计在于春。4 月 6 日，时值小麦

春季管理关键期，山西省种业发展中心小

麦体系专家冯铸、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

科院）棉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健在运城

市垣曲县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的陪同下

奔赴垣曲县华峰乡、皋落乡等地，对麦田

开展“把脉问诊”技术服务。在绿意渐浓的

麦垄间，他们和种植户围坐一起，在搭建起

的“地头课堂”上热烈地讨论，通过精准技

术指导、现场答疑解惑，为夏粮丰收筑牢科

技支撑。

“科技药方”破解生产难题

在华峰乡马村连片麦田里，农技专家

拨开麦苗仔细查看分蘖情况。“今年苗情

整体好于预期，不同品种在田间表现良

好，后期需抓紧病虫害防控，以保障成穗

率。”专家说。

针对垣曲县今年“冬暖春旱”的气候特

点，专家们还开出了三剂“科技药方”：一是

优选品种，通过晋中、运城、洛阳等地 12 个

旱地小麦品种展示，鉴选出适宜本地区的

旱地小麦品种；二是科学镇压，推荐采用平

播方式，结合播前、播后、冬前、早春四次镇

压，保墒效率提升显著；三是早防病虫，针

对暖冬气候带来的病虫早发风险，指导农

户运用植保无人机提前开展“一喷三防”，

将防治窗口期提前 10耀15 天。

技术落地需要“量体裁衣”

在皋落乡的“地头课堂”，专家和种植

户们围坐一圈，就各种农业生产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

“镇压会不会压坏麦苗？”“晚播小麦的

施肥注意啥？”多位农户连连发问。冯铸现

场给出答案：“土壤湿度适宜时镇压，既能

保墒又不伤根，还能减少无效分蘖。”

针对农户的个性化需求，专家们还进

行了分类指导：针对不同播期麦田，制定肥

料底追配方，详细讲解适度晚播减肥增效

技术。农技专家的精准指导，不时赢得现场

农户们的阵阵掌声。

绿色理念注入春管实践

在整个培训现场的技术指导过程中，

“减肥减药”的生态理念贯穿始终。除了答

疑解惑，农技专家们还为广大农户带来了

专业人员精心编写的指导生产的技术书籍

和图册。其中，《小麦两晚两增技术图册》明

确要求：将传统播种期推迟 10耀15 天，通过

“小麦晚播增穗、玉米晚收增密”实现节水

增产；《小麦减肥减药栽培技术手册》则详

细列出了测土配肥、生物防虫等多项具体

措施。

皋落乡种粮大户李玉良给大家算了一

笔账：“按照新技术，每亩化肥能减 10%，农

药少打 1 次，产量反而能增加 25 公斤，这

账划算！”

据了解，通过“实地指导+技术资料+线

上答疑”，农技专家为农民朋友提供的服务

形成了闭环。此次专家们的精准服务是垣

曲县推进“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动实践，通

过品种优化、技术创新和病虫害综合防控，

为小麦高产稳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为夺取夏粮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专家与农户围坐在“地头课堂”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