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片稻田里，耙

田机、插秧机等农

机“飞奔”着，一片

忙碌的景象。

乡村振兴

科技助力乡村增绿农民增收
广东省妇联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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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帮扶解难题 百名专家下基层
2022年夏季，广东多地持续遭遇多轮

强降雨侵袭，相继出现洪涝灾害，多个巾

帼创业基地受灾严重。“要尽快清除销毁

病枝，以减少果园内侵染源……”为切实

加强灾后抢险、重建工作，帮助受灾女农

户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广东省农

村科技特派员、华南农业大学专家许美容

迅速到韶关市马市镇的巾帼创业基地调

研，并结合受灾基地情况，提出科学消毒、

复种复产的方案。经过科学治理后，果树

得以健康成长。

这是广东省“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

发挥科技破解难题的典型案例之一，近一

年来，在各级妇联的推动下，各市县纷纷

组建农业服务专家团队，把科技服务送到

田间地头，为农业产业发展破难解困，推

动产业发展，带动妇女增收。

“我的油茶林发现了蛀干害虫，严重

影响油茶的树势和产量，希望相关林业专

家给予指导。”当了解到省妇联等部门正

在开展“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活动后，林

农向助农专家团发出了技术求助。一直

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研究工作的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

省林科院教授级高工赵丹阳了解到

相关情况后，立即与团队成员下

乡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多个有效

方案进行防治，一段时间后，当

地油茶蛀干害虫发生率大大

降低。

为第一时间破解复耕

复产难题，广东省“巾帼科

技助农直通车”及时驰援：

清远市妇联联合相关部门组

织妇女观看《优质肉鸡健康养

殖技术》课程，并到麻鸡养殖

场实地教学，重点学习水灾汛

期优质肉鸡的养殖应急技术等措

施；肇庆市怀集县农业农村局妇委

会巾帼志愿者们迅速到受灾严重的基

地开展灾后复产复种指导工作……快速

响应，对症下药，农业专家们及时有效

的科学指导为受灾地区的复耕复产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搭建科技兴农平台 助力兴业富民
广东省“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载

着一位位农业专家、科技人员和农业生

产一线的专业技能人才“开进”全省各

地，既向乡村基层妇女提供精准的技术

指导和科普宣传，又将广阔乡村作为科

技助农的探索平台，推广和提升农业科

技，为推动“汗水农业”向“智慧农业”发

展贡献巾帼力量。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

长、广东省巾帼科技助农服务团专家黄

海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 2008年

起，黄海英便主持开展茶树优良品种引

进示范及梅州市地方特色茶树种质资

源的收集、保存、筛选与开发利用工作，

已收集保存茶树种质资源 100多份，并

将6个获得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的

品系送入茶山。经过 3年攻关，黄海英

团队将梅州优势产业梅州柚、嘉应茶融

会结合，研发了成熟的柚花茶加工技术

体系。2021年 4月，梅州市柚花茶加工

技术通过了成果鉴定，被评为国内先进

水平。进行科技创新的同时，黄海英也

积极把茶叶相关技术培训送进茶园，近

年来开展 10 多次培训活动，累计培训

1000多人次，受训茶农都表示：“黄老师

的建议都是‘金点子’，只要照做，就能

增产增收！”

来自茂名高州的广东省农村乡土专

家胡娟，在龙眼和荔枝种植上走出了一

条高效、生态、精细的农业现代化、科技

化发展之路。多年来，她主动把企业的

创新发展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要

战略结合起来，帮助 45 名妇女就业；带

动了 1000 多户农户实现全产业链的精

深发展，平均每户增收 2000 元；免费提

供场地，助力 100 多名青年发展农业电

商；公司一年组织 4次左右大型培训班，

邀请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等机构的

教授授课，提升农户种植技能。

在“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活动的推

动下，一大批像赵丹阳、黄海英、胡娟这

样的广东女性科技人员、农业专家、致富

带头人发挥着“半边天”作用，帮助农村

妇女通过科技发展产业、增收致富，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开展‘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活动

是省妇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

设，引领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推动我省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省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方赛妹表示，今年将开展系

列网络培训直播和 1000场农业、林业技

术科普活动，以科技助力绿美广东生态

建设综合效益提升。

■采写：新快报记者 方轶

■农技专家

在田间地头

为农户提供

技术指导。

春回大地，

万象更新。正值

绿化、春耕好时节，

2023年广东省“巾帼科技

助农直通车”活动也拉开了序

幕，2月、3月，省林科院研究员何

波祥、林业高级工程师何春梅通过

网络直播，为农户们送上了生动的培

训课，解读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相关政

策，讲解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林下经济作

物种植技术要点，并与农户隔屏互动。

2022年5月，广东省妇联联合省农

业农村厅、省林业局、省农科院、广州国家

农业科创中心、省林科院等多个部门，启

动广东省“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活动。

自此以后，对点联系、网上直播、下乡指

导等技术培训活动在广东各地开展得

更加频繁了，大批农林业专家、科技

人员和生产一线的“土专家、田秀

才、乡创客”活跃在广东乡村，为

农户们送去一个个致富增收

的“金点子”，支持引领广大

妇女科技兴农、产业强

农，助力乡村增绿

农民增收。

■农技专家

通过网络直

播，为农户们

送上生动的

培训课。

春耕所需生产资料已基本满足需要
推进会上，清远市农业农村局党

组书记李伯伦通报称，2022年清远全

市粮食播种面积 226.49 万亩，同比增

加 0.79 万亩；总产量 73.63 万吨，同比

增加0.27万吨；粮食亩产325.08公斤，

同比增加0.02%，实现了“三增”。今年

清远全市落实春耕春种计划面积

245.07 万亩，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中

粮食作物 115.87 万亩、早稻 90.34 万

亩、蔬菜作物 69.5 万亩、油料作物

38.22 万亩。目前春耕生产所需各类

生产资料供应已能基本满足春耕生产

的需要。

李伯伦表示，当前已进入春耕生

产关键时期，备耕生产刻不容缓，县

镇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压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责任，抢抓农时，加快育秧

进度，确保本月 20 日前育秧进度超

95%以上。

去年丝苗米产量54万吨产值40亿元
2022年初，清远市提出要力争用 3年

左右的时间，着力推动包括清远丝苗米在

内的五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五大百亿

农业产业，带动百万农民持续增收。作为

五大百亿产业之一，去年丝苗米种植面积

达到 152万亩，年产量达到 54万吨，产值

40亿元，联农带农超8万人次。

清远市委副书记翟雪梅在部署春耕

生产时表示，今年是打造五大百亿产业

的关键一年，要打好春耕生产第一战，坚

持用工业思维谋划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以 5个涉及丝苗米的产业园为平台抓手，

以“保面积提品质增效益”为核心要求，

着力推动丝苗米品种培优、品质提升、结

构优化、效益增加，持续强化社会化服务

体系、行业组织、品牌宣传推广、产业平

台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建设，加快打造清

远丝苗米百亿产业，助力清远市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

千余农机手、
500多台农机投入生产

新快报记者在推进会

上看到，清远市在推进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提高

农业机械化水平方面已积

累了一定的规模和经验。

在南楼村的生产现场，无人机、耙田机、插

秧机等机械一应俱全。在推进会现场，7个县农

业生产托管运营中心的相关人员摆摊推广。来

自清远英德托管中心的负责人在接受新快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该中心有 200多人，托管服务的

水稻面积已有8.1万多亩。据介绍，近几年清远

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目前清远已建

立起“县农业生产托管运营中心+镇服务中心+
村托管员”的服务协力体系，整合一千多名农机

手、500多台农机服务当地农业生产。

推进会现场，温文星、翟雪梅、苏锦丹还为

清远市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各县（市、区）农

机应急作业服务支队进行了授旗。

抢农时忙育秧 清远部署全年产粮大计
今年春耕春种落实计划面积逾245万亩，重点推动百亿丝苗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惊蛰过后春耕起，农时
一刻值千金。“轰隆隆……”
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南楼
村委会五所村的成片稻田
里，耙田机、插秧机等农机

“飞奔”着，一片忙碌的景
象。3月16日，清远市在该
村举办了 2023 年春耕备
耕、农业社会化服务暨百亿
丝苗米产业高质量发展现
场推进会。清远要求抢抓
农时，打好春耕生产第一
战，加快打造清远丝苗米百
亿产业，助力清远市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

清远市委副书记、市长
温文星，市委副书记翟雪
梅，副市长苏锦丹，市政府
秘书长黄镇生以及清远各
县（市、区）、各市直单位负
责人等参加了现场推进会。

■采写：新快报记者 曾贵真
■摄影：新快报记者 林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