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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人才
报》服务全省人
才开发，服务人
才职业发展，面
向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者、人力资
源工作者、各级
各类高层次人才
和创业创新人
才、大中专院校
就业指导老师及
毕业生、流动求
职人才，专业宣
传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宣传全省
优秀人才人物典
型，宣传重点领
域人才开发管理
经验，发布解读
国家及福建省最
新出台的人才人
社政策，发布人
才就业创业创新
和人力资源市场
实用资讯，已成
为全省乃至全
国行业内有一
定影响力的人
才类专业媒体。

福州长昆润滑油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于 2023年 3月 2日遗失。证
件核准号：J3910005130903，开户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福州市五一支行，
银行账号：1402021109600002676。

遗失声明

近日，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第
104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经济建设）
党支部，组织学员深化拓展学雷锋活
动，开展“弘扬雷锋精神，践行公仆意
识”主题党日活动。

学员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论述，深刻领
会和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和实践
要求；组织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为雷锋同志题词，感受雷锋精神的
丰富内涵；学习开国将军吴保山将雷
锋事迹推向全国的动人故事，感受雷
锋精神在中华大地的传承与绽放；参

观省委党校校史馆，感受党校的办学
初心，自觉强化公仆意识（如图）。

“雷锋精神平凡而伟大，弘扬雷锋
精神就是要在工作生活中践行公仆意
识，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学员们表示，
雷锋精神的核心要义就是“为人民服
务”，这与党的宗旨一脉相承。新征程
上深化拓展学雷锋活动，要引导党员、
干部、群众树立崇高理想追求，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巨大热情，更加坚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
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为党和人民事业奋

斗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
瓦。要始终坚守雷锋精神的实质，强
化公仆意识，在为人民服务中永远高
举雷锋精神的旗帜，以实实在在的服
务举措、服务成效便民利民惠民，切实
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感和获得感。要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让雷锋精神
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要以

“功成不必有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
神境界和责任担当，攻坚克难、施展才
华，为增强经济建设做出力所能及的
贡献。 （本报记者）

弘扬雷锋精神 践行公仆意识
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第104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经济建设）

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心系竹荪这个心系竹荪这个““不姓高的女儿不姓高的女儿””
———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省高层次人才省高层次人才、、顺昌县大历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科技特派员高允旺顺昌县大历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科技特派员高允旺

33月月11日日，，在学雷锋纪念日在学雷锋纪念日6060周年来临之际周年来临之际，，民进会员民进会员、、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四个100100””先进典型先进典型

““最美志愿者最美志愿者”、”、顺昌县大历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科技特派员高允旺顺昌县大历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科技特派员高允旺，，作为我省唯一代表作为我省唯一代表，，赴京参加在中赴京参加在中

国科技会堂举办的科技志愿服务经验交流会国科技会堂举办的科技志愿服务经验交流会，，分享传承雷锋精神分享传承雷锋精神，，践行践行““研当以报效国家为己任研当以报效国家为己任，，学必以学必以

服务人民为荣光服务人民为荣光””的科技志愿服务精神的科技志愿服务精神。。

一顶草帽一顶草帽、、一把喷枪一把喷枪、、一身农用服一身农用服，，下田上山下田上山、、进村入户进村入户，，哪里有需要哪里有需要，，高允旺便去哪里高允旺便去哪里，，为农户答疑为农户答疑

解惑解惑，，手把手教农户配料手把手教农户配料、、整畦整畦、、管理管理；；开办开办““产销超市产销超市””会客室会客室，，提供技术提供技术、、营销信息等服务……他扎根农营销信息等服务……他扎根农

村推广竹荪种植等农业科技村推广竹荪种植等农业科技，，帮助农民增收帮助农民增收，，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感人事迹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感人事迹，，展示了基层科技工展示了基层科技工

作者默默无闻服务三农的作者默默无闻服务三农的““螺丝钉螺丝钉””精神精神。。

缠着要当科技特派员缠着要当科技特派员

竹荪，又名竹参，是一种寄生在枯竹
根部的菌类，因其香气浓郁、营养丰富，自
古列为“草八珍”之一，成为人们餐桌上的
珍馐，被称为“山珍之花”“菌中皇后”“白
裙仙子”。

顺昌县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
丰富的竹木资源，是食用菌生长的理想环
境，当地人历来有食用竹荪的传统。高允旺
所在的大历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农户
尝试对竹荪进行人工栽培，但由于技术不成
熟，产量较低、效益不高，到90年代初，竹荪
的人工种植面积还很小，规模不大。

那时候，高允旺还是一名从事财会工
作的大历镇工作人员。一次，高允旺下乡
途中接待了几名农户，他们向高允旺咨询
竹荪栽培的技术问题。“一名财会人员怎
么会懂食用菌？我只好老实回答他们说，
竹荪我不懂啊，真不懂。农户听完，失望
地离开了。”看着满怀期望而来却又失望
而去的农户，高允旺心里很不是滋味。

1999年，南平市开始探索推行科技特
派员制度，当年有 225名科技特派员被选
派到乡村田间开展科技服务。得知消息
后，高允旺主动请缨到农办去报名，但由
于专业原因——当时他还是经管师，没有
被选上。2000年、2001年，高允旺一边买
书自学食用菌栽培，“那时候还没买到竹
荪的专门书籍，我就从食用菌通用书籍开
始看”，一边年年往农办跑，揪着工作人员
软磨硬泡，成了当时人们口中“缠着要当
科特派的人”。

终于，2001年，高允旺如愿以偿，成为
一名科技特派员。从此，揣着一颗“初

心”，高允旺走上了一条原本陌生的道
路。一走，就是20多年。

反复实验让菇田更高产反复实验让菇田更高产

产量低、收益少、难见效，是那几年顺
昌竹荪种植户遇到的最大难题，竹荪种植
产业推不开，症结也在于此。高允旺把竹
荪高产这个难题，作为自己的第一个“科
特派”课题，实验田就在菇农的田地里。

高允旺在下坑村、秀吴村选了10户菇
农，与他们成立“竹荪技术研究所”，开始
与竹荪为伴的日子。当时农户种植竹荪，
每个人方法都不一样，地块选用、培养基
用料、施肥、配方、管理要点……大家各行
其是，没有统一科学的标准，“哪一年种植
成功产量高了，不知道是什么因素造成
的，哪一年失败歉收了，也不清楚原因。”
为了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高允旺起
早摸黑，天天泡在自己的“实验田”里，一
项一项地记录数据，和菇农一起讨论、一
起总结，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 3年的反复实验，到 2003年，高
允旺逐渐摸索、总结出了一整套竹荪高产
稳产的有效做法。先从培养基上做文章，
传统上菇农们多使用木屑作培养基，但是
随着环保绿色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木屑
来源有一步步减少的趋势。高允旺盯上
了当地的另一种特产：竹子。竹制品是当
地的重要产业，竹制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竹屑，以前这些竹屑会被当
作下脚料丢弃，高允旺尝试用竹屑、竹粉
代替木屑当竹荪培养基，一举多得，变废
为宝，把竹屑这一资源利用起来，提高了
资源利用率。第二招，变传统的生料栽培
为熟料栽培，改变原来培养基未经发酵就

直接使用的做法，先发酵，再种植，提高了
养料的转化吸收效益。第三，精细施肥。
高允旺针对培养基中总体碳、氮比失调，
以及许多菇农施肥管理粗放导致的菌种
薰伤、薰死事故等问题，开始试验加大氮
肥比例，并总结出不同类型、重量和掺水
量的培养基中添加氮肥的最佳比例，为菇
农科学施肥提供了指导。

实践证明，这套“三增加、建堆发酵”
的竹荪栽培技术，使竹荪产量实现翻番，
由亩产 70斤～80斤一跃达到亩产 200斤
左右，菇农收入大幅增加，并实现竹荪产
业、竹产业链的衔接互补，提高了产业附
加值。

此项技术一经推广，马上甩掉了竹荪
产业“头”上“戴”了多年的“低亩产、低收
益”的帽子，在整个闽北及周边地区掀起
了一股“竹荪热”，农户种植热情空前高
涨，产业发展势头十分良好。到 2007年，
大历镇 70%农户从事竹荪种植，种植面积
达到1200亩。2008年，顺昌县被中国食用
菌协会授予“中国竹荪之乡”称号。

随后，高允旺牵头制定“福建省竹荪
栽培技术规范”，组建了顺昌县竹荪协会，
在“三增加、建堆发酵”技术基础上总结完
善撰写的《农林下脚料栽培竹荪致富》被
列入新农村建设致富典型示范丛书。高
允旺“竹荪大王”也在菇农的口碑中越叫
越响。

林下栽培让青山更富饶林下栽培让青山更富饶

攻下了竹荪高产难题，高允旺当好科
特派、科技助农、竹荪兴农的信心更足了。
很快，他把下一个科研目标锁定了困扰竹
荪产业发展的又一大障碍：连作障碍。

由于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微量元素
十分复杂，同一块地在连年种植竹荪后，
土壤中的功能微生物群、微量元素含量均
会降低、失衡，无法继续提供竹荪生长的
足够养料，这就是竹荪连作障碍，它与由
此产生的“菌粮争地”问题一起，给竹荪产
业可持续发展、菇农持续增收带来极大的
挑战。

“比如大历镇，经过几年发展，到2010
年前后，我们发现，随着种植年限增加，产
量也随之下降，亩产从 200 斤降到 120
斤～130斤，但人工、栽培成本又在不断上
涨，收益变少了，不少人放弃，选择去打
工，面积从1200亩降到二三百亩。当时是
真愁啊。”高允旺说。

为此，高允旺翻找大量资料，咨询不
少专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想：竹荪最
早也是野生的，经过人工驯化才实现了
家种，现在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让竹荪
回到原始的生长环境，搞林下栽培呢？

2012年，高允旺从农户那里租了一块
100平方米的林地，动手搞起了竹荪林下
栽培试种。“当时可没有项目支撑，租地、
买菌种，全是自己投入的，能不能成也不
知道。第一年，由于缺乏经验，林地没选
好，过阴，没有温度，加上雨季过长，种下
去的竹荪只长菌丝不结果，等雨季过了才
长菇出来，但已经耽误了一个采菇季了。”
虽然如此，但高允旺还是看到了希望，“长
出来的菇都很大，品相很好。”这说明，竹
荪林下栽培的思路是可行的。

到了第二年，高允旺扩大了试种规
模，同时租下三块林地，毛竹林、杉木林、
阔叶林各一块，还调整了肥料的种类和用
肥量，“我要看看哪种林地最适合竹荪栽
培。”结果出来，三块地都取得了高产。经
过几年探索，高允旺基本上摸清掌握了竹
荪林下栽培技术，他说：“收成后，不仅收
回了前期我投入试验的成本，还有点收
益。”一个“菌林相生”的林下经济崭新天
地就此打开。

搞竹荪林下栽培有什么好处？高允
旺介绍，最大的好处就是拓宽了一条农户
增收的渠道，林木、竹木的收入还在，又加
上林下种竹荪，又是一笔收入；其次，缓解
了因连作障碍而产生的菌粮争地的问题，
闽北地区有大片待开发的林下用地，这种
荫凉、湿润、清新、优质的林下小环境，为
食用菌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无需占用
耕地，还能改善土质，加入林地的竹粉等
肥料，增加了土壤的腐殖质，提高了肥力，
疏松了土壤，与山竹、毛竹、阔叶林等林木
生长形成良性互动；从长远上看，也是增
加了森林碳汇，促进了减排进程。

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深入人心，竹荪林下栽培在闽
北、闽西地区得到广泛推广，种植面积最
高近 5万亩，还幅射了浙江、江西等周边
省份几十个县市，高允旺成了“科特派的
科特派”。

最牵挂的还是菇农朋友最牵挂的还是菇农朋友

尽管已经成了“名人”，但高允旺最牵
挂的，还是他的那些菇农朋友。

高允旺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愿
意留下来种竹荪的人不多了，但我还是
愿意搞，为什么？留在乡下的人，要么
是上了年纪，至少五六十岁，要么是有
残疾，或是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他们
有急迫的增收需要。我测算，与传统种
植相比，通过林下种植，一亩一年可增
收 1500 元～1600 元，具有投入少、见效
快、易操作、潜力大的优点，是很好的托
底产业。”

怀着一颗经年不变的初心，高允旺把
竹荪种植“当成自己的私事来做”，投入了
大量心血精力，“连家里的人都被我动员
起来了。”

当年，面对 10块实验田，高允旺一个
人忙不过来，就把妻子拉来：“反正你在
家也没事，跟我做助手吧。”就这样，妻子
成了他的“义务助手”，作记录、存资料，
搞田间管理、采菇，一来二去，也成了“半
个专家”。

在开展林下种植试验时，试验林地散
得太开，除了妻子，高允旺把哥哥、妹妹、
妹夫全叫上，一家人开着借来的拖拉机往
试验林地里一趟一趟运竹屑、运肥料，妻
子忍不住埋怨：“有时候真希望你搞不成，
就不用折腾了”。

因为忙着照顾竹荪这个“不姓高的女
儿”，他甚至忽视了亲女儿，当年女儿中考
填志愿时，就是因为高允旺天天跑实验
田，没顾上指导女儿填好志愿，以致女儿
至今还在为这事埋怨……

试验成功了，高允旺马上想到要推广
给农户，让技术变成价值。当年搞竹荪林
下种植成功后，他立即着手推广，自己上
门一户一户说服、动员菇农试种。

为了让更多的菇农学习掌握新技术，
高允旺广泛推动建立竹荪种植专业合作
社，通过竹荪种植时间长、经验丰富、技术
精湛、年产量比较稳定的专业户牵头，带
动其它茹农共同致富。

高允旺还开通了抖音，“玩”起了视
频，通过视频远程培训菇农，远程举办
竹荪种植讲座，目前他的抖音号“高老
师话竹荪”用户关注量已经达到 4400
多人。

多年来，高允旺以科技兴“菌”的力
量，为顺昌本地和周边县市的农户提供技
术支撑、带动农民致富，足迹遍布江西、浙
江等周边5省23个县（市）、180多个村，累
计推广种植竹荪 50万多亩，辐射带动老
区、苏区7万多户农户，帮助农户增收5亿
多元。2021年，高允旺被授予“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当一名退而不休的科特派当一名退而不休的科特派

为了竹荪种植研究事业后继有人，
打造一茬接一茬的农业科技人员，高允
旺在人才梯队建设上投入了很多的精
力。他身边集结了一支近 10人的青年农
业科技人才队伍，“有来自省农科院的，
也有三明农科院、南平农科院的，他们都
是将来科技兴农助农的主力军。”他提
出，农业科技事业需要更多的关注、更大
的投入，只有构建了更优质的科技项目
平台，才能带动、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投
入创新。

今年，高允旺就到退休年纪了。他
说：“科技特派员是一个意味着沉甸甸的
责任的光荣称号。我愿意继续当一名不
退休的科特派，驰而不息，退而不休，继续
在田间地头写书论文，把竹荪这朵致富
菇、兴农菇培育得更壮更强。”

（特约记者段晓川 通讯员王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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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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