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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琼 通讯员 胡祖雷

在奉化的阡陌田野间，总能看到一个身
影穿梭于果蔬大棚与试验田之间，她就是宁
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高级农艺师，也是
扎根奉化田间地头的市级科技特派员——
范雪莲。

“让农户亲眼看见效果，比我们说破嘴皮
都管用。”范雪莲深谙农技推广的“眼见为实”
法则。近几年，她联合我区农技推广部门在
奉化绿苑果蔬专业合作社连续开展新品种新
技术试验示范，不定期举办宁波市瓜菜新品
种观摩会，展示几十个甚至百余个瓜菜新品
种，吸引百余名种植大户前来品鉴、交流、切
磋，还会邀请专家来到现场，给农户介绍新
品种的特征特性以及注意要点。农户则可
以在这里探讨水果番茄的糖度控制和着色
管理，讨论高品质西瓜品种的选择和栽培技
术，水果甘蓝的栽培技术和食用方法……

为应对水果番茄生产上出现的连作障
碍问题，范雪莲带领团队在奉化绿苑果蔬专
业合作社开展嫁接栽培试验，对“桃星”“酸
甜果”“浙樱粉1号”等大中小果型的水果番
茄进行“健壮 25”“浙砧 7号”“浙砧 1号”“托
鲁巴姆”等不同砧木嫁接试验，在水果番茄
连年种植、病害多发、死株严重的地块，水果
番茄嫁接表现出植株长势稳健、产量显著提
高。为了解水果番茄嫁接栽培后营养成分
及口感的变化，团队对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8个氨基酸、维生素C、总酸、总糖等进行检
测，发现嫁接的水果番茄营养成分没有明显
降低，糖酸比相对稳定，口感差异不明显。
因此，范雪莲建议水果番茄连作障碍发生严
重的基地要“先管活、再管好”，鼓励农户采
用水果番茄嫁接栽培，同时增施优质有机
肥、有益微生物菌剂，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提高嫁接水果番茄品质和产量。

为推进奉化草莓产业发展，范雪莲联合
区农业技术服务总站积极申报浙江省蔬菜
产业技术项目“草莓高架基质栽培技术”、宁
波市蔬菜产业技术项目“高架草莓优质栽培
技术”，引进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省市农科
院草莓团队等技术力量，在宁波文创智慧农
业有限公司基地聚力打造“草莓硅谷”：引进
草莓新优品种，提升草莓优质高效生产能
力，开展草莓激光补光技术试验示范让草莓
提前上市，应用小分子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

促进草莓生长、提高产能……该基地作为全省
草莓高品质生产示范基地，受到广大考察人员
的一致肯定。

为助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2024年，范雪
莲联合区农业技术服务总站及慈溪市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开展试验示范，在萧王庙街道开展
宁波市鲜食花生绿色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技
术现场观摩交流培训会，展示花生新品种和花
生增产秘密武器“ARC微生物菌剂”的示范效
果，组织农技人员和花生种植户考察示范基
地，并邀请省农科院花生专家、湘湖实验室专
家、慈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花生育种团队开
展培训交流。

这位头戴草帽、脚沾泥土的专家，用十年如
一日的坚守，将一项项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手
中的“致富经”，为我区现代农业发展架起了一
座科技桥梁。翻开范雪莲2025年的工作计划，
密密麻麻的行程表勾勒出一位科技特派员的未
来愿景：在奉化，将继续开展水果甘蓝、水果萝
卜、优质西甜瓜、鲜食玉米、瓠瓜等新优品种示
范，进一步提升品种结构优化；联合科研及推广
力量在奉化拾尚生态农场开展草莓清洁化生产
技术示范项目，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水肥精准
调控，目标将优质果率提升至90%以上；实施浙
江省粮油产业技术团队项目《特色鲜食花生新
品种及高效生态栽培技术示范》，以项目为抓
手，示范花生新优品种及全生物降解地膜与
ARC菌剂应用，为广大花生种植户打造科学的
示范场景，推进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科技成果必须扎根泥土才能结出硕
果。我们要让更多农户了解新品种、新技术、
新产品等各种科技成果信息，鼓励更多农户一
起尝试应用。农户因科技而增收，是我们的初
衷，也是作为科技特派员最大的成就。”这是范
雪莲常挂在嘴边的话。除了做好定点服务，她
还积极组织举办各种农民培训班，邀请省市行
业专家为农户授课，传授新知识、传播新理
念。“相对于农民的需求来讲，我们的付出还微
不足道。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做好科技成果的

‘摆渡人’和‘搬运工’，进一步加强成果落地，
为农户搭建更多的学习观摩平台。”范雪莲说。

从破解生产难题的技术“神医”，到带动产
业升级的推广“先锋”，再到谋划未来的农业

“设计师”，范雪莲正用科技点燃乡村振兴的希
望之火，为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力。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为了推动农业科技发
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而设立的一
项重要制度。”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制
度通过派遣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科技人员
到农村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帮助
农民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推广先进适用的
农业技术，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
量，增加农民收入。截至目前，共有团队科技
特派员 44个、涉及人员 200余名，个人科技特
派员36名，活跃于全区各地的田间地头，他们
的服务领域涵盖种养殖、食品加工、冷链保鲜、
网络营销等农业全产业链。

扎根田野的农业科技“摆渡人”
——记市级科技特派员范雪莲

通讯员 史波

“这次培训如同雪中送炭，不仅让我们全面掌握了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政策要求和流程标准，还学到了很多实
用的申报技巧，解决了不少困扰已久的难题。”近日，在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操作实务培训上，我区参训企业代表
纷纷感慨道。许多企业代表表示，培训内容兼具理论深度
与实践价值，通过学习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核心自主知
识产权布局、研发费用归集等关键环节有了更清晰的认
识，为后续高质量完成申报材料准备工作奠定了坚实基
础。据了解，通过系列培训，企业对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的
知晓率和申报积极性显著提升，已有近140家企业参加第
一批次新认定申报。

近年来，区科技局直面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痛点问
题，创新开展“三联三进”专项活动（党组成员联片、党总支
委员联链、党员干部联企，进园区、进平台、进企业），组织
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以精准服务打通科技政策落地“最后
一公里”，尤其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领域成效显著。2024
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83家，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
业总量从2021年的223家跃升至611家，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能。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培育过程中企
业面临的政策理解不深、申报流程不熟、材料准备不精等
实际困难，区科技局以“三联三进”活动为抓手，联合各镇
（街道）、开发区构建起“纵向联动、横向协同”的服务网
络。今年以来，已累计赴镇（街道）、开发区开展 5场高新
技术企业申报实务操作专题培训，覆盖全区近 200家企
业。培训内容紧扣企业需求，形成了一套系统化、标准化
的课程体系，不仅深入解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支持要
点、认定条件等理论知识，还围绕申报资料规范撰写、实地
核查重点环节等实操内容进行详细指导，更通过典型案例
剖析、现场答疑互动等方式，帮助企业精准把握申报关键
要素。

下一步，区科技局将持续深化“三联三进”活动成效，
建立健全常态化服务机制，一方面，继续加大政策宣讲与
精准指导力度，针对不同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一对一”
帮扶；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措施，推动更多高新
技术企业跻身规上企业行列，为我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贡献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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