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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带动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科技特派员正成为——

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本报记者季征

我省多家创新创业单位被评为全国典型
6个县（市、区）、12个园区、9个基地上榜

本期焦点

科研人员在光热材料
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 季征）近日，云南省
微纳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万艳芬、杨
鹏团队利用化学方法将贵金属、半导体
和碳基材料复合，得到新型光热材料，
极大地提高了光热转换效率。目前，该
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纳米能
源》上。

当前，能源的消耗主要以煤、石油
和天然气为主，近年来，科研工作者对
光热材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单组分材料由于其有限的光热转换
效率，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通过
更好的设计和调控，制备出具有更高光
热转换效率的复合材料是研究的重点
领域。

受珊瑚结构高吸光性能的启发，
万艳芬、杨鹏等人设计并制备了一种
新型的复合材料 Au@Bi2MoO6-CDs，
包括具有等离子体效应的 Au 纳米
锥、Bi2MoO6半导体和生物质碳点三
种组分，该三元复合材料实现了有效
的电荷转移，提高了材料的光热转换
效率；材料表面的孔洞结构为太阳光
的收集提供了众多的位点，通过孔洞
对光的多级反射实现了 70%的光吸
收率，具有超高的光热性能。这一研
究成果为高效光热转换材料的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同时为海水
淡化和新能源器件与系统的研发带
来新的思路。

近年来，我省扎实推进科技特派员
工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带动农村经
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科技特派员正
成为党的“三农”政策宣传队、农业科技
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领头羊、乡村脱
贫致富带头人。

截至 2018年底，我省累计派出各
级各类科技特派员 11628人次，直接引
导参与创业项目农户 3227户，面向农
民开展实用技术培训193.71万人次，推
广新技术587项，引进新品种540余个，
辐射带动农户近95万人。2019年10月，
我省 3名科技特派员受到科技部通报
表扬。

立足基层 尽心服务
翻开科技特派员、云南农业大学园

林园艺学院教师韩曙 5年的服务记录，
不难发现，其足迹遍及大理白族自治
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
州等地。

长期从事葱蒜类蔬菜品种选育、栽
培技术研发、农业技术推广的韩曙，在
科技特派员服务中把“立足高原，发展
特色农业，带动地方农业经济发展”作
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根据滇西北地处
高原、气候寒冷的特点，为当地确定了
反季蒜苗发展思路，结合课题研究和成
果转化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大理州剑川县甸南镇白山母村委
会温登村海拔 2950米，当地群众均为
白族，居住在高寒山区，由于交通闭塞、
语言不通，让村民掌握种蒜技术成为一
大难题。面对困难，韩曙一次次来到田
间地头用肢体语言和实际操作向村民
们示范，慢慢培养出一批懂技术、会操
作的繁种技术能手。

从 2014年至 2018年，白山母村委
会建起种蒜扩繁基地 300亩，产出种
蒜 1700多吨，扩繁种蒜效益达 1500余
万元。韩曙研发的“蒜苗+烤烟+烟套
青花菜”特色种植模式也得到了推广

应用，改变了过去农作
物“一年一熟”的情
况，实现了“一年三
熟”。产业的发展让
群众得到了实惠，
村民们都说“天拉
长了、地变宽了，
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了。”

培育新品种、
示范新技术，多年
来韩曙推广的反季蒜
苗产业已在滇西北多
个县市发展。剑川县甸南
镇回龙村委会香登村村民杨
永江的两个儿子原来在昆明打
工，如今蓬勃发展的蒜苗产业吸引他们
返乡务农。“自己的 10亩地不够种，还
租了别人的地，蒜苗、青花菜收种时，还
真是忙不过来了。”杨永江说。

5年的服务，培训种植农户 1500余
人；5年的服务，带动当地从事蒜苗种植
的每个家庭增收近 4万元。2019年，科
技部通报表扬了全国 92名科技特派
员，韩曙名列其中。

科技支撑 做强产业
甘蔗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

阳县的主要经济作物，2009年，元阳蔗
区遭遇持续严重干旱，造成甘蔗大面
积减产减收，元阳蔗糖产业面临严峻
考验。

“面对元阳蔗糖产业发展的需求，
深感责任重大。”回忆起当时选派入驻
元阳英茂糖业有限公司的背景，科技特
派员、省农科院甘蔗研究所研究员刘少
春说。

针对旱情对甘蔗种植带来的影响，
刘少春从调研入手，走进田间、走访农
户，发现当地新植蔗主要集中在春季下
种，而且在栽培上普遍采用窄行距、浅耕
浅种，甘蔗根系集中分布在表层土壤，抗

旱能力差、单产低。
在科学调研

基础上，刘少
春提出了调
整种植期，
改在秋冬种
植，采用深
沟板土“槽
植”集雨节
水栽培法，配
套地膜全覆

盖保墒抗旱的
综合技术实施方

案，并依托蔗糖企
业，重点培训甘蔗制糖

企业农务管理技术骨干，组
建了一支近 30人的技术推广骨干队
伍，在甘蔗栽培、中耕管理等关键时期，
深入蔗区开展巡回技术指导。

通过 4 年的示范推广，元阳蔗区
甘蔗种植技术水平全面提高，种植面
积迅速扩大。2013 年，元阳甘蔗种植
面积发展到 7.5万亩。当年榨季，元阳
英茂糖业有限公司实现入榨甘蔗总
产 34.7 万吨，制糖产糖率达 11.92%，
蔗农收入达 1.52亿元，创造了多项历
史新高。

科学种植关键是农户，技术得到认
可还需示范。自 2014年起，刘少春等科
技特派员采取集中培训指导、田间巡回
指导示范，累计培训甘蔗种植农户1200
余人次，并先后于 2014年、2017年分别
在元阳县南沙镇桃园村民小组、上新城
乡复兴村委会集中建成 2个甘蔗产业
科技示范村，实现252户1108名村民集
中种植甘蔗 3760亩，种植甘蔗总收入
达741.13万元。

近 10年的“耕耘”，刘少春等一批
科技特派员改变了当地群众长期形成
的浅耕浅种粗放栽培管理习惯，为群众
脱贫致富提供了科技支撑。2019年，刘
少春被科技部通报表扬。

创新研发 助农增收
“我取得的荣誉和成绩并非属于个

人，而是属于省农科院柠檬产业化技术
创新团队。”谈到被科技部通报表扬，科
技特派员、省农科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
物研究所研究员高俊燕说。

2012年，在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
县糯福乡的邀请下，高俊燕和团队成员
对该乡自然资源进行了全面调研和分
析，并建立柠檬新品种区域试验，筛选

“云柠一号”等 6个新品种，为糯福乡柠
檬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储备保障。

多年来，高俊燕及团队成员通过对
采自澜沧县柠檬主产区的 127份土壤、
200余份柠檬样品进行分析，结合物候
期和柠檬特性，研制了柠檬专用肥及土
壤调理剂，实现了亩有效减低成本 80
元以上；制定柠檬病虫害综合绿色防控
实施方案，通过技术应用，产区柠檬优
果率达 88%以上，亩有效减低成本 180
元以上，亩增产1200元以上。

在开展品种与技术创新研究的同
时，高俊燕及团队成员深入澜沧柠檬种
植区，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到糯福乡开展
服务80人次、培训达2000人次、培养地
方技术骨干20人，指导完成50亩“云柠
一号”核心示范区，3个高产示范基地。

倾心付出，让小小柠檬成为边疆民
族地区群众的增收果、致富果。经过 6
年的推广，糯福乡现有柠檬种植面积
6500亩，其中农户种植 2115.2亩，涉及
种植户33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107户，
近3年柠檬销售平均价格每吨5000元，
实现亩产值1万元至3万元。

“科研团队的不断创新给我开展科
技服务提供了技术‘食粮’，练就了一身服
务‘三农’的‘好功夫’。”高俊燕表示，今年
是脱贫攻坚的决胜年，自己将以更高的热
情投身农业科技工作，深入田间地头，为
群众提供新技术、新品种，用优质的服
务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季征）近日，农业农
村部发布《关于推介全国农村创新创
业典型县及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农村
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名单的通知》，
推介了一批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典型
县，国家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和全国农
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我省6个县
（市、区）、12个园区、9个基地上榜。

此次我省入选全国农村创新创业
典型县的有昆明市嵩明县，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曲靖市师宗县，
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保山市隆阳
区、腾冲市；入选国家农村创新创业园
区的有 12个园区：开远高效现代农业
园、曲靖古珍生物科技开发园、砚山
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综合示范园、
楚雄工业园区赵家湾生物产品加工
区、迪庆香格里拉工业园区五凤山松
茸加工片区、宜良花木城市场管理有
限公司-昆明泛亚花木城、云南白药丽

江生态科技产业园、云南省保山市万
亩生态观光农业园、瑞丽和泰绿源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双创园区、云南
煜欣农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药材基
地、漾濞彝族自治县漾江核桃中药材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创园区、昭通
电子商务创业园。此外，入选全国农村
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的9家单位为：
云南昆明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孵化实
训基地、昭通电子商务创业园孵化实
训基地、云南迪思企业集团坚果有限
公司孵化实训基地、“户联小镇”富宁
县电子商务智慧园孵化实训基地、建
水县红森生态有限责任公司农村创业
孵化基地、怒江高黎一号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现代农业孵化实训基地、祥云
县泰兴特色农业科技创业园孵化实训
基地、会泽禾农中小企业孵化实训基
地、元谋现代种业科技园农村创新创
业孵化实训基地。

本报讯（记者 陈云芬）我省气象
部门加强气象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
展，去年全省气象宽带网再次提速。

目前，云南省级气象大数据云平
台硬件建设初步完成，新建气象大数
据中心机房，场地面积增加 1.2倍，IT
机柜容量增加 0.8倍。全省气象宽带网
再次提速，达到省-州（市）100+100兆、

州（市）-县（市、区）50+50兆。完成全省
国家级台站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融入
云南气象观测与信息一体化平台。完
成基于数据流方式的地面、雷达、酸
雨、辐射传输，增加了地面资料每分钟
传输和雷达资料逐仰角传输，观测资
料从台站到省级入库的时效由原来的
分钟级提高到秒级。

我省气象宽带网再次提速

本报讯（记者陈怡希）日前，教育
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港澳台事务办
公室）正式公布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第十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和基金
资助项目名单，云南2人获得奖励和项
目资助。

本届共有 101位优秀青年教师获
奖，113项基础性研究课题（含 13项西
部高校青年教师基金资助课题）获得
资助。其中，云南大学李世武入选优秀

青年教师，云南农业大学黄惠川研究
课题《水稻地方品种月亮谷单粒传纯
系互作诱导抗稻瘟病的机制研究》入
选基金资助项目名单。

据悉，霍英东教育基金旨在鼓励
中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和
出国留学青年回国内高校任教，对
从事科学研究和在教学与科研中做
出优异成绩的青年教师进行资助和
奖励。

云南2人
获霍英东基金青年教师奖和项目资助

在气象学中，“倒春寒”主要指在进
入气象意义的春天（即连续5天平均气
温达到或超过 10℃）以后，由于受较强
冷空气频繁袭击，气温下降较快，并且
持续一段时间的“前暖后冷”，造成大范
围农作物受冻害的天气现象或过程。

在云南，“倒春寒”多发生在2月份
至 4月份。专家解释，“倒春寒”形成的
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冷空气带来的。春
季是由冬季风转变为夏季风的过渡时
期，这时，北方冷空气还不时来袭，冷
空气南下与南方暖湿空气相持，就会
形成持续性的低温、阴雨天气。“倒春
寒”的最大特征不是降温的幅度特别
大，而是平均气温持续偏低或最低气
温严重偏低，按文献标准各月是不同
的。根据“倒春寒”的实际天气现象，

“倒春寒”分为低温连阴雨、晴天重霜
冻和先阴雨后突然转晴天霜冻 3类天
气，分别称为平流类“倒春寒”、辐射类

“倒春寒”和混合类“倒春寒”。
“倒春寒”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

大，会对蔬菜、花卉、林木及小春作物
等造成严重的冻害，会导致作物大面
积烂秧、死苗和果树开花坐果率低，作
物生长发育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若冷

空气强度大，侵入滇西南等地，还会对
当地的橡胶、咖啡、甘蔗、香蕉等热带作
物带来严重危害。同时，强“倒春寒”带
来的雨雪天气和气温大幅下降，会造成
滇西北、滇东北等高海拔地区道路结冰
和电线覆冰，影响交通出行和电力供
应，冷空气的快速进退也会给滇中及以
南大部分地区带来大雾天气，造成能见
度不佳，影响公路交通安全。此外，“倒
春寒”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天
气突然变冷，会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出
现紊乱，导致呼吸道系统疾病以及心脑
血管疾病复发或加重。

专家表示，防范“倒春寒”，要注意
收听收看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加强
田间管理，改善农田小气候条件，对花
卉、蔬菜等经济作物要提前准备好秸
秆、薄膜、防冻剂等，采取相应的防寒
措施；注意“春捂秋冻”，不要因为气温
暂时升高就马上脱掉冬装，早晚气温
较低，要注意保暖；注意春季饮食，多
吃一些健脾胃的食物；要保证室内通
风和除尘，减少和抑制病菌的存活和
繁殖；要适当运动，以改善心肺功能，
更好地适应春季多变的气候。

本报记者陈云芬

本报讯（记者陈鑫龙）近日，昆明
医科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昆明成
立，昆明医科大学党委书记袁斌当选
首届主席。

据了解，联合会成立后，将组织会
员认真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落实

《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发挥联
合会作为学校党委行政联系社会科学
工作者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组织开展
和指导全校人文社科学术研究活动，
开展省内外学术交流，召开学术研讨
会，定期开展校内社会科学课题立项
和优秀成果评奖活动，组织申报各级
各类科硏课题；组织开展哲学社会科
学知识普及和咨询服务及教育培训等
工作；鼓励和支持学校社会科学工作
者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畅
通科研成果转化渠道，引导全校社会
科学工作者服务社会，充分发挥高校
智库作用。

昆明医科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

春季谨防“倒春寒”
专家提醒不要马上脱掉冬装，多吃健脾胃食物

资讯荟萃

科技传真

服务在线

从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到昆明
理工大学民航与航空学院，再到云南
东方飞行培训有限公司，近一周的“文
旅点亮梦想·2020年航空科技冬令营”
活动，在红河县甲寅镇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的 35名孩子心里播种下了美丽
的“飞行梦”。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加油研学中心
承办。近日，35名孩子体验了航空、航
海、赛车等研学、娱乐、实践相结合的
冬令营课程。在 6天 5晚的时间里，孩
子们开阔了眼界，点燃了梦想，更激发
出了学习的热情。

甲寅镇他撒小学五年级学生王琼
告诉记者，此前她从没走出红河县，这
次冬令营不但让她和很多小伙伴来到
了省会昆明，还了解了飞机飞行的相
关知识。彝族学生王思然说，自己长大
了想当飞行员。

本报记者李继洪

山区孩子种下“飞行梦”

科技助力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科技助力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李秋明李秋明摄摄

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身体健康需防身体健康需防““倒春寒倒春寒””。。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杨峥杨峥摄摄

科学种植科学种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杨峥杨峥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