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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蓝的天空似乎触手可及，凉凉的微风仿
佛温柔抚摸。这样的美景早已深深印刻在德吉
旺姆的血液里，所以她来不及多看一眼这绝世
的美景，心里着急的是家里那片丰收的青稞，能
不能赶在牦牛吃光之前都收割完毕。

德吉旺姆住在西藏自治区林周县甘曲镇江
角村，8 月 30 日这一天，她全家人都在忙着收
割，就连两个孩子也被大人背着带到了地里。

“今年我们家的青稞都用他们给的阿泰灵，
免费给我们用的，效果很明显，没有虫子了，也
没有杂草，产量比去年要高。”德吉旺姆用不太
流利的普通话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她口中的他们，是一群在雪域高原上用植物
免疫诱抗剂与病虫害作斗争的科学家和企业家。

怀着敬畏之心保护最后净土

“我们这个试验和示范，没有一分钱专项经
费，全靠参与各方‘赞助’。”西藏自治区农牧科
学院农业研究所副所长王文峰，是一位在西藏
长大、外出求学后又回到西藏的科学家。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植物免疫诱抗
剂，即阿泰灵，是由其发明者中国农科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副所长邱德文研究员提供的；青稞和
牧草种子是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资环所副所
长金涛研究员提供的；试验示范用的农田来自
于西藏袁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试验基地，施
用的肥料也由西藏袁氏提供；西藏青茂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联络沟通各方；中国农科院植
保所、西藏农牧科学院、西藏袁氏农业等多方实
验人员共同参与。

用了大量种子、好几万元经费，参与人员不
下 30 人。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在雪域高原上干
得这么拼命？

邱德文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就连高原反应
也比别人来得缓和一些。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西藏是他们在中国大陆最后的一个试验点。

“阿泰灵已经走遍了山山水水。西藏是最后的净
土，也是我们在大陆最后的一个目标。”

青藏高原地域辽阔，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1/4，是我国最大的草地畜牧业生产基地和重要
的生态屏障，其生态环境脆弱，平均海拔 4200
米，农牧业生产科技水平较低。青藏高原是以青
稞和牧草为主的农业生产区域，其中青稞是西
藏、青海、四川等地广大藏族人民的主要粮食作
物，目前青稞栽培面积 285 万亩，占青藏高原耕
地面积的 70%。此外，青藏高原草地面积 16 亿
亩，占我国草地面积的 27%。

“开展青稞和牧草绿色增产增效技术研究
对西藏高原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农牧民持续增
收，以及实现农牧业和生态安全协同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邱德文说。

而真正促使他们来到西藏的动因是“两学一
做”党建工作。植保所与西藏农牧科学院在思考如
何开展共建工作时，生防组想到了把绿色环保的
生物农药阿泰灵带到净土西藏去。

2016 年，植保所党委书记张步江带领援藏
工作组赴西藏调研，与西藏农科院院长尼玛扎
西、西藏科技厅厅长赤列旺杰等，商定联合开展
青藏高原青稞牧草绿色增产增效技术示范，创
新基层党组织共建模式，拓展科技援藏新机制，
将植保所研发的相关成熟技术应用到西藏，提
升西藏自治区的植保科技水平，为实现青藏高
原病虫害防控模式跨越发展作出贡献。

随后的一年，中国农科院植保所、西藏农牧
科学院农科所等相关单位，联合开展了新型植
物免疫蛋白制剂在西藏青稞和牧草病虫害绿色
防控的田间试验和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张兴
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研究植物免疫诱抗剂，
但是当时的环境下，舆论认为他在讲“科学童
话”，不支持、不理解。

“植物免疫诱抗剂就是让植物健康起来，让
它和人类发生健康关系。这对西藏这个神圣之
地有意义。这是一块净土，值得敬畏。”张兴充满
了信心，他觉得大家可以联手为西藏这块净土
而努力。

给青稞牧草打疫苗

青稞和牧草在西藏人民的心中有着特殊的
地位。作为高原特色作物，青稞是藏区农牧业的
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受自然环境和社会
条件的严重制约，青稞草地生产是农牧区经济
发展和农牧民经济收入的基础。

近年来, 随着对青稞营养保健价值认识的
提高和农牧民生活的不断改善, 青稞及其加工
产品如青稞酒、青稞挂面、青稞糌粑等特色产品
备受人们青睐，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但由于青稞
是小宗作物品种，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发展缓

慢，产品单一、产量低、效益低，严重影响农牧民
种植积极性，制约着青稞产业的发展。

同时，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的差异，我国藏
区劳动者文化程度较低、科技意识较差、接受先
进技术的能力有限。因此，发展轻简化的青稞牧
草管理技术，提高单产产量不仅能充分调动农
牧民种植青稞牧草的积极性，而且是推动高原
特色农业发展的重大需求。

邱德文介绍，在传统农药筛选和创制过程
中，人们只重视对靶标病原物的杀死或抑制效
果，而忽略了对植物健康生长的作用。以诱导植
物免疫和促进植物健康生长为筛选指标，创建
新型“植物疫苗”生物农药是全新的植物保护理
念，改变了以“杀灭或抑制靶标致病菌”为核心
的传统农药筛选模式。利用这种多功能模式筛
选获得的蛋白质不仅能提高植物抗性，而且能
调控植物健康生长，从而减轻自然灾害包括病
害、干旱以及冻害的影响，提高作物产量。

邱德文及其团队自主研发了国际领先的植
物免疫蛋白诱导剂———阿泰灵，2014 年获得农
业部临时登记，2017 年 8 月成功获得正式登记。
2016 年 3 月，他们与国际第六大农化公司爱利
思达签署了阿泰灵的海外独家代理合作协议。
这是我国第一个推向全球市场、自主研制的蛋
白质生物农药。

2014 年获得登记以来，阿泰灵年销售额突
破 7000 万元。2014~2015 年在全国 28 个省市区
累计推广应用 2700 余万亩，为社会创造近 14
亿元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

由于阿泰灵无毒、无残留，对环境和人畜安
全，不会引起抗药性，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绿色环
保产品，使用该产品能大幅度减少化学农药和
化学肥料的投放量。因此，阿泰灵来到西藏，是
希望给环境修复能力极其脆弱的西藏带来绿色

的防护。
但是，西藏海拔高，紫外线强烈，氧气量稀

少，会不会对实质是免疫蛋白的阿泰灵产生
不利影响？没来之时，邱德文和张步江心里都
没有底。

不过，以张兴为组长的专家组认为，在西藏
林周县青稞和燕麦草种植区进行核心试验 10
亩、示范 200 亩证明，免疫蛋白诱抗剂能显著提
高青稞和燕麦草出苗率、促进根系发育，植株健
壮高大，叶厚浓绿宽大；能增加有效分蘖、小穗
数及成穗数，提高对黑穗病和白粉病的抗性。经
第三方机构西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测产显示，春青稞施用阿泰灵喷施两次比未使
用增产 63 千克 / 亩，增产幅度为 15%以上；燕
麦施用阿泰灵喷施两次比未使用增产 202 千克
/ 亩，增产幅度 20%左右。

全面推广轻简化应用技术

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指示部署，
“十三五”期间将实施粮食双增长行动方案，即
总产提高和单产提升，青稞生产稳步发展，总产
增加 5 万吨以上，2020 年单产增加 25 公斤。

西藏自治区农发（扶贫）办副主任李新年介
绍，西藏各地都在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寻找途径。

“今天看到阿泰灵的技术以后，觉得它相对安全
高效，对增产增效、加快农业成果转化意义非常
大。希望明年加大试验示范的力度。”李新年说。

的确，如果施用阿泰灵能够推广到西藏大
部分地区，那么上述青稞增产目标将可以实现。
专家组指出，按照西藏自治区青稞面积 285 万
亩计算，施用阿泰灵将增加直接经济效益约 2.9
亿元。该项目的实施对创新科技援藏新机制、提
升西藏自治区植保科技水平，实现西藏地区青
稞牧草增产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张兴、邱德文都希望明年能扩大试验示范
面积，推广到西藏更多的地区。

植保所研究员蔺瑞明也是国家大麦青稞产
业体系的专家，他建议阿泰灵不仅应在西藏地
区推广，还应该推广到大麦青稞体系中去。

而中国农科院成果转化局副局长王登山则
建议开展绿色增产增效模式的研究，联合农科
院内外的科研力量以及产业界的力量，协同解
决西藏地区青稞和牧草的问题。

植保所党委书记张步江也给出了具体的建
议。他说，明年要大面积推广，拓展试验平台。不
仅在拉萨做，黑青稞、春青稞、冬青稞都可以找
合适的地方做。“一个单项技术就实现了 50 斤
的目标。如果明年把水肥等配合上，增产增效模
式配合起来，效果应该更加明显。”张步江说。

他认为，要发挥各方积极性，多方共鸣，包
括政府、农业科研单位、农业推广部门，以及有
责任的农业企业的积极性都要调动起来。

“相信阿泰灵技术的推广能为西藏农业发
展、生态保护、脱贫致富产生重要的意义。”中国
农科院科技局副局长文学说。

雪域高原迎来绿色“灵”药
姻本报记者 李晨

用植物免疫诱抗剂处理的青稞长势良好。 李晨摄

观其外形，纤细挺直如针，赏
心悦目；饮其茶汤，色泽苍翠绿润，
沁人心脾。慢品玉露，滋味醇和，更
让人回味的是恩施玉露茶厚重的
人文底蕴。传承百年的制作工艺使
恩施玉露成为中国罕有的传统蒸
青绿茶。

近年来，关注天然、健康、生态
的恩施茶业又走出了一条富有“硒”
望的品牌之路。2015 年 10 月，湖北
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入选农业部第
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胜似玉露琼浆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恩施市东郊，巍峨奇特的五座山峰
骈联，倚不崛起，它就是恩施玉露的
主要产地五峰山。这里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层峦叠嶂、朝夕云雾缭绕，
山下为滔滔清江环抱；山坡缓园，峪
地平阔，砂质壤土深厚肥沃。

武陵山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不
仅促进了茶树健壮生长，而且使茶
树代谢旺盛，内含叶绿素、蛋白质、
氨基酸和芳香物质特别丰富，是制
作色、香、味、形俱佳的玉露茶的上好原料。

恩施产茶历史悠久。西周有“武王伐纣、巴
人献茶”之说，唐代陆羽《茶经》有“巴山峡川有
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的记载。明代黄一正《事
物绀珠》载：“茶类今茶名……崇阳茶、蒲圻茶、
圻茶、荆州茶、施州茶、南木茶（出江陵）。”

恩施玉露则创制于清康熙年间，因获当地
土司和当朝皇帝“胜似玉露琼浆”的盛赞而得
名，在《中国茶经》中位列清代名茶。

相传，当时恩施芭蕉黄连溪有一蓝姓茶商，
垒灶研制，其焙茶炉灶，与今日之玉露茶焙炉极
为相似。所制茶叶外形紧圆挺直，色绿，珍贵如
玉，曾称“玉绿”。到了 1936 年，湖北省民生公司
在与黄连溪毗邻接壤的宣恩县庆阳坝设厂制
茶，其茶香鲜味爽，外形色泽翠绿，毫白如玉，格
外显露，改名为“玉露”。

恩施现有茶园面积 32.5 万亩，年产以恩
施玉露为主的名优茶 7000 吨以上，占干茶总
产的 42%左右，是“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名
茶之乡”。

恩施玉露对采制的要求很严格，芽叶须细
嫩、匀齐，成茶条索紧细，色泽鲜绿，匀齐挺直，
状如松针；茶汤清澈明亮，香气清鲜，滋味甘醇，
叶底色绿如玉。“三绿”（茶绿、汤绿、叶底绿）为
其显著特点。

恩施玉露的加工延续了《茶经》中的“蒸之、
焙之……”工艺，创新了特殊的搓制手法，是我
国唯一保存下来的蒸青针形绿茶。其加工工艺
为蒸青、扇干水气、铲头毛火、揉捻、铲二毛火、
整形上光（手法为搂、搓、端、扎）、拣选七大步
骤。

恩施玉露 1965 年入选“中国十大名茶”，
2007 年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近年获得

“中国驰名商标”，其制作工艺入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找准特色 擦亮品牌

恩施有好茶，茶香已久远。恩施同时拥有世
界罕见的唯一独立硒矿床和举世无双的天然富
硒生物圈，而硒元素是强效免疫调节剂。茶和硒
元素两种健康资源的有机结合，铸就了恩施“中
国硒茶之都”的美誉。由此，赋予了硒元素的恩
施玉露被世人推崇为健康奇珍。

恩施茶产业借“硒”而动，走上了一条希望
之路。恩施州提出，围绕提升“恩施硒茶”品牌知
名度、美誉度、忠诚度，全方位加大品牌建设力
度，用质量夯实品牌基础、用标准加强品牌规
范、用文化提升品牌内涵。

2013 年，恩施州将茶产业纳入全州重点建
设的七大产业链，提出“品牌引领，抱团发展，着
力公共品牌打造，力推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设思
路。

由此以来，全州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
协会运作、双牌经营”的思路，合力推进区域公
用品牌整合，形成了以“恩施硒茶”州域公用品
牌为“母品牌”，以县市整合的恩施玉露、利川工
夫红茶、鹤峰茶、伍家台贡茶、唐崖土司茶、金
果、炜丰、武陵龙凤与金祈藤茶为“子品牌”的

“1+8”品牌体系。
其中，“恩施玉露”是恩施市政府重点打造

的三张名片之一，当地制定并颁布了恩施玉露
地标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技术规程，编制了恩施
玉露保护与发展规划，建设了恩施玉露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为了保护品牌，恩施市玉露茶产业协会每
年组织专家对申请使用“恩施玉露”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的企业进行评审，目前从近 300 家企业
中挑中了具备条件的 18 家企业，同意其使用

“恩施玉露”商标。
在成功整合“恩施硒茶”品牌的基础上，恩

施州加大了品牌的宣传推广力度，先后举办了
“北京恩施硒茶博览会”“恩施硒茶推介会”
“2016 年中国富硒茶产区政府发展论坛”“恩施
硒茶茶王大赛”。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推介，“恩
施硒茶”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提升。

“绝顶人皆住，茶田满一山。”恩施美丽的
茶园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成为休闲观光的
理想去处。诸如恩施枫香坡、利川毛坝、巴东
金果庄园、宣恩伍家台、咸丰麻柳溪、鹤峰木
耳山等品茶赏景园区或旅游线路，吸引众多
客人旅游观光。 （王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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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再次来到甘肃民祥牧草有限公
司，这里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如新增了自行研制、
价值百万元的烘干机，新建了多个牧草存储基地
等。但烘干厂悬挂着的标语“引领中国西部草都
建设”，让记者更为关注。

9 月 6 日—7 日，由甘肃省定西市人民政府
和国家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的定西
建设中国“西部草都”加快发展草牧业发展推进
会在定西市安定区召开。距离去年召开的建设中
国“西部草都”启动会，已有整整一年了。

在会上，联盟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
富裕提出中国“西部草都”建设的技术路线，即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而杨富裕设想中的“定西模
式”引起与会者的讨论。

寻找历史的回忆

追忆定西市饲草业的发展历史，成为了很多
与会发言者的开场白。定西市委书记唐晓明在会
上表示，定西历史上曾是一个“畜牧为天下饶”的
地区，饲草资源丰富，历来有种草养畜的传统。

甘肃省草原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张榕介绍，
从上世纪 80 年初期，定西市通渭县就成功申请
了建立全国第一个草牧业示范基地。时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视察定西时，向全国发出了

“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口
号。至此，陇原大地掀起了种草高潮。

定西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和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素有“甘肃咽喉、兰州门
户”之称。以渭河为界，大致分为北部黄土丘陵沟
壑区和南部高寒阴湿区两种自然类型。前者占全
市总面积的 60%，为中温带半干旱区，降水较少，
日照充足，温差较大；后者占 40%，为南温带半湿
润区，海拔高，气温低。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适合饲草业的发展。

定西市副市长陈学俭介绍，目前全市可利用
草原 1000 多万亩，草原植被覆盖率达到 73%。与
此同时，定西市大力发展人工种草，目前年产饲
草总量 800 多万吨。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底，定西全市多年生牧

草留床面积达 320 万亩。不同的区域适合不同的
饲草生长，如安定区、通渭县适合陇中紫花苜蓿、
甘肃红豆草的生长，岷县适合岷山红三叶、岷山
猫尾草的生长。

以草定畜是定西市草牧业的发展方向。2016
年底，定西市畜禽饲养量达到 2800 万头（只），规
模化饲养比重达到 45%。随着饲草产业的发展，
畜禽饲养总量也在快速扩大。

陈学俭介绍，定西市草牧业链条正在不断延
伸。目前，草畜加工企业 27 家，以裹包青贮饲料
为主的草产品年加工能力达 150 万吨，年配送草
产品万吨以上的饲草配送中心 10 个。

“实践证明，草牧业是覆盖全市的优势产业，
以牧草种植加工和草食畜养殖为主的草牧业已
成为我市农民增收最活跃的因素和最有潜力的
增长点。”陈学俭说。

打造“定西模式”

近年来，定西市围绕打造中国“西部草都”目
标，坚持把草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和脱贫攻坚
的富民产业来培育，出台了相关文件，组建成立
了草牧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建成了民祥牧
草、现代草业等一批“公司加基地、基地联农户”
的牧草加工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立草为业、草
牧并举、草畜一体化的循环发展格局。

“建设中国‘西部草都’已在全市达成共识，
目前已经印发了《定西建设中国‘西部草都’发展
规划》。”定西市畜牧兽医局党组书记、局长苏存
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据悉，这一规划持续
到 2030 年。

据苏存富介绍，定西市从实际出发，提出了
“根植定西，立足甘肃，面向全国，瞄准世界”的战
略构想，按照生产、加工、贸易“三个三分之一”的
战略目标，着力建设中国“西部草都”。

以贸易为例，加快建设专业交易市场，大力
发展草畜产品现代物流业。通过各种举措，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线上线下、力促发展”的草
牧业现代市场体系。“但这条路还需要时间。”苏
存富坦承。

在杨富裕看来，“西部草都”建设重点要着重
科技创新的引领、产业模式的探索和运行机制的
创新。为此，杨富裕提出要打造“定西模式”。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杨富裕详
细介绍了“定西模式”，即以信息化主导、生物技
术引领、智能化生产为特点，草畜一体、产业支
撑、生态循环、绿色发展为抓手，打造旱区草业、
山地草业、节水草业、碳汇草业、智慧草业于一
体，实现高端化、高值化、生态化、信息化、循环化
的现代草牧业。

不可否认，这需要各方的不懈努力。不仅需
要做好顶层设计，还要有科学规划。“从机构设
置、政府补贴、资金信贷支持、科技支撑、人才引
进等方面，要对草畜产业发展进行全面扶持，并
使之长期稳定执行。”杨富裕说。

对此，与会代表积极为建设中国“西部草
都”、打造“定西模式”建言献策。在张榕看来，以
干旱胁迫而著称的“苦瘠甲天下”的定西，要实现

“西部草都”建设的长远目标和助力精准扶贫的
近期目标，必须正视产业建设中的薄弱环节。

“解放思想。”苏存富向记者介绍了举办推进
会的目的。而唐晓明希望各地区抓住机遇，切实
把草牧业方面的新理念、新技术应用到工作实践
中，全力推动草牧业发展壮大，为实现农民持续
增收、加快脱贫攻坚进程作出更大贡献。

饲草业聚焦“定西模式”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地方动态

甘肃民祥草业烘干厂。 秦志伟摄

北京市举办“绿色农业”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农业局举办首次以
“绿色农业”为主题的“政务开放日”活动，来自
北京市各个领域的 30 余名市民代表参加。

北京市农业局植保站站长周春江为市民代
表讲解绿色防控技术推广情况，包括设立昆虫雷
达、筛选生物农药、用天敌“以虫治虫”等。据介
绍，截至 2017 年，北京市共建成 88 个绿控基地，
京津冀三地共同建设绿色防控示范基地 220 个。

市民代表相继走进植物总医院、农药质量
与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天敌繁育实验室等场
所。在植物总医院，市民代表参观了植物医生
现场接诊植物“病号”的全过程，了解了北京市
农业局以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为手段，为保障首
都农产品质量安全所开展的一系列技术和法
制工作。 （王方）

北林大与雄安
共办园林花卉技术培训班

本报讯 首期雄安新区园林花卉产业技术
培训班日前在雄县举办。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
4 位专家给 350 多位花卉企业骨干、花农、非环
保企业待转岗职工讲解了最新的园林花卉实
用技术。课程内容包括花卉产业形势与机遇、
苗圃规划与管理、盆花与切花生产技术、园林
规划与设计等。

这次培训是雄县“企业家大讲堂”的开场
戏。县委书记万树军在开班仪式上指出，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坚持高点定位的理念。这对雄县
民营企业家和群众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急需
更新观念。定期开展学习培训活动，从最现实、
最迫切的需求出发，精准选题、精选师资、精编
内容，确保培训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为企业
家和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指导帮助。

北林大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张劲松说，生态保
护与绿色理念将贯穿整个新区的规划、建设与发
展进程。学校与保定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确定了包括雄县“京南生态农业示范区”“白洋淀
生态研究院”“雄县县域生态农业规划”等多个项
目在内的“一线、双核、三驱、多方位”的战略合
作，积极参与雄安新区的生态建设。 （铁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