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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热科院在多地实施科技支撑产业发展，促进当地主导产业“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让老百姓过上富足日子。

“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我国深
度贫困地区与现有中蜂适宜养殖地有
超过 90%的重叠。”长期奋斗在扶贫攻
坚第一线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
所（以下简称蜜蜂所）专家发现，让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蜜蜂正是最佳
的生态承载体。

近年来，蜜蜂所专家团队深入全
国 14 个特困片区，足迹踏遍特困片区
22 个县市，让蜂业科技创新与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闯出一条
具有蜂业特色的“甜蜜”致富之路。

不解“蜂缘”打造“宁陕模式”

位于陕西省南部的宁陕县是“南
水北调”的重要水源地和国家生态建
设示范区。该区域内有大量椴树、漆
树、五倍子、板栗等优质蜜源植物，是
中蜂的天然栖息地。据蜜蜂所专家测
算，载蜂量至少 10 万箱，年产优质蜂
蜜至少 1000 吨，产值可超过 1 亿元。

养蜂承载着当地百姓的脱贫致富
梦想，全县有 2160 余户农户从事中蜂
养殖。曾经当地养蜂主要靠天，蜂农希
望提高养蜂技术却不知从哪做起。

蜜蜂所专家团队深入宁陕调研，积极开展扶贫扶
智工作，并确立了饲养室研究员李建科作为对口宁陕
帮扶责任专家。从此李建科带领团队与宁陕结下了不
解的“蜂缘”。

“当地虽有养蜂习惯，但老百姓并不会科学养
蜂。”李建科表示。

研究团队发现，当地主要靠传统观念养蜂。土法
树洞养殖管理粗放；毁巢取蜜，常常是将带有蜜蜂幼
虫的蜂巢取出弄碎、制作土蜂蜜。这种杀鸡取卵的落
后生产方式，其产品卫生标准和质量难以保证。

不仅如此，他们的饲养技术也不过关。最困难的
是蜂病防治难，蜂农对蜜蜂重要病虫害缺乏认知和防
治手段，尤其是对于中蜂“绝症”———中囊病束手无
策，坐以待毙。

对此，李建科带着先进的养蜂理念和养蜂技术，
在 8 个月时间内先后 6 次深入宁陕开展科学养蜂技
术、蜂病防控、蜂种选育和产品加工等环节技术指导，
开展现场培训，向贫困地区群众培训便于管理的活框
取蜜养蜂方式，有效解决了中蜂的现代化饲养技术问
题、“中囊病”防控问题。

有了科学养蜂的保驾护航，短短几年，宁陕全县
中蜂数量由不足 4000 箱发展到 1.8 万箱，蜂蜜产量
126 吨，实现销售收入超过 1000 万元，产业初具规模。
今年 8 月宁陕县被授予“蜂业提质工程示范县”称号。

快速检测为质量安全护航

质量安全、产品优质是农产品的生命线。围绕这
条生命线，蜜蜂所专家刻苦攻关，助力贫困地区养蜂
业向安全、优质、标准化方向发展。

上世纪 80 年代，蜜蜂所研究员杨冠煌等中蜂养殖
专家连续多年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展中蜂
活框饲养技术研究及推广示范，帮助当地建立养蜂技
术推广和管理队伍，为恩施养蜂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 2015 年和 2016 年，鹤峰县和利川市发生
食用蜂蜜造成中毒死亡事件，恩施蜂蜜陷入全面滞销，
产业面临崩溃。为此，蜜蜂所质检中心主任、国家蜂产业
技术体系产品质量控制与安全评价岗位科学家李熠研
究员深入山沟开展有毒蜜源植物排查和调查处理。

问题导向，危中求机。通过攻关，李熠带领科研团
队终于探明有毒蜜源植物，并成功研制出蜂蜜中雷公
藤甲素检测试纸条。至今，每到雷公藤开花时节，专家
们都要到鹤峰县调查并取样回实验室研究分析。

如今，测试纸条已在鹤峰县蜂蜜生产和收购环节
推广应用，只需要 3~5 分钟即可判断蜂蜜中是否含有
毒成分，彻底解决了困扰当地几十年之久的难题，为
恩施州发展中蜂产业铺平道路，也为保障云贵地区、
横断山区、武陵山区的蜂蜜产品质量安全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有专家质量安全护航、科学养蜂指导，鹤峰国鑫
家庭农场的喻明国探索建立了“中蜂 1528 精准扶贫模
式”，即 1 户贫困家庭饲养 5 群中蜂，培植 2 亩淡季蜜源
植物，当年收入不低于 8000 元。今年，192 个贫困户全部
实现脱贫。目前该模式正在周边市县进行推广。

所地合作开辟“陇南模式”

从 2015 年起，蜜蜂所在秦巴山区特困地区陇南
市开展了定点蜂业扶贫工作。蜜蜂所副所长杨永坤在
陇南市挂职副市长时，开启了蜜蜂所与陇南市近 4 年
的蜂业扶贫之路。

蜜蜂所专家考察发现，当地发展中华蜜蜂具有极
其优越的生态条件和资源优势。全省 651 种蜜源植物
中陇南市徽县就有 540 多种，是甘肃省森林覆盖率最
高、树种最多、植被最好的地区。专家预测，陇南蜂产
业总体发展潜力可达 60 万群。

2015 年，杨永坤牵线蜜蜂所与陇南市政府签订
《所地科技合作协议》，确定把陇南建设成蜜蜂所的科研
示范基地。3 年间，蜜蜂所专家多次深入徽县和两当等
县，开展中蜂资源考察和调查研究，跑遍了 90 个贫困乡
镇、500 多个贫困村，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精准施
策及推进蜂业技术应用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专家们还协助打造徽县榆树乡苟店村、嘉陵镇严
坪村、武都区裕河镇凤屏村、成县二郎乡赵坝村、宕昌
县好梯乡马家山村等一批养蜂专业村社，部分贫困户
通过中蜂养殖实现了脱贫。徽县仅出售蜂种收入就近
500 万元。

多年来，蜜蜂所积极安排蜜蜂饲养团队、病虫害
防控团队、质量安全团队专家科技帮扶陇南，协助当
地联合制定养蜂业发展规划、构建标准化生产体系，
并借助国家优质蜂产品科技创新联盟打造出陇南蜂
产品区域公共品牌等，助推陇南市蜂业扶贫工作。

经过努力，陇南市蜂产业成效斐然。由于大面积
普及中蜂新法饲养技术，活框饲养率达到 25%以上。
2018 年陇南市中蜂养殖规模达到 26.19 万群，产值达
2.19 亿元，占全市农民经济收入的 15%以上。

如今，陇南市中蜂养殖量已经占到甘肃省的
60%，成为当地助推精准脱贫一张亮丽名片。

“由于产业发展积累不足、产业基础不牢、
技术创新能力弱、对终端市场培育不够，云南
咖啡的市场地位与其特有的自然条件并不匹
配。”近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
研究所（下称农经所）所长、研究员李荣福接受

《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透露，由农经所联合云南
农业大学、云南农科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
究所、云南省咖啡交易中心、云南德宏热作所、
云南咖啡厂等单位，调研形成的《云南咖啡产
业发展报告》，已经被云南省农业厅采纳，并据
此在云南省推动咖啡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这份报告显示，云南省有种植小粒种咖啡
的优越自然条件和悠久种植历史，已经成为中
国最大的咖啡种植地、贸易集散地和出口地，
从市场潜力来看，云南咖啡对国际上很多知名
咖啡也存在较大的替代可能性。

原料型、粗放式生产阶段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全球 83 个国家和
地区种植咖啡，面积约 1.65 亿亩，产量 900 万
~1000 万吨，且高度集中于中南美洲和亚洲越
南。2016/2017 年亚洲产量为 292.8 万吨，占全
球的 30.4%，是产量增速最快的地区。

而咖啡的进口、深加工和消费则主要分布
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在
产业链前端，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中后端。”李荣
福说。

我国咖啡种植、初加工则高度集中在云
南。根据农业农村部南亚办数据，2017/2018 年
中国咖啡种植面积约为 180 万亩，生豆产量 14
万吨。产量占全球的 1.5%，位列全球第 13 位，亚
洲第 4。在海南、攀枝花、广东有少量、零星种植。

李荣福告诉记者，我国咖啡精深加工以跨
国企业为主，瑞士雀巢、美国麦斯威尔实力最
强。雀巢每年从中国采购 2 万 ~3 万吨，在东莞、
上海、青岛建有加工厂，加工能力达 12.5 万吨。

近年来，海南、云南奋力追赶，本土企业精
深加工步伐加快，加工能力和品质不断提升，

云南后谷、景兰公司建成了年产 3.2 万吨速溶
粉生产线。海南省咖啡产业由种植业转为以

“深加工、咖啡文化、观光旅游融合的发展模
式”，创立了“福山咖啡”“澄迈咖啡”“椰奶咖
啡”等品牌。

我 国 咖 啡 产 业 出 口 以 生 豆 为 主 ，在
2017/2018 年出口量 14.9 万吨中，生豆为 10.2
万吨，主要出口到德国、法国、日本、比利时等
国。而进口则以精深加工成品为主，2016/2017
年咖啡进口量为 13.2 万吨，其中焙炒、速溶咖
啡 8.15 万吨，来自越南、美国、意大利、西班牙、
德国和中国台湾等。

我国终端市场也以外资品牌占据主导。
2017 年速溶咖啡市场，雀巢、麦斯威尔占 60%。
现磨咖啡市场由星巴克、麦当劳 McCafe、英
国 Costa、华润 Pacific 等连锁店主导，分别为
74.6%、9.1%、8.4%及 3.9%。

咖啡属国际大宗农产品，交易完全市场
化、价格高度透明。然而报告显示，由于多年来
雀巢公司在纽约期货价格基础下调 10~20 美
分 / 磅收购云南省咖啡豆，每年咖农比较收入
减少上亿元。

参与本项调研工作的云南农业大学副教
授张毅向记者表示，云南精品豆占比约 5%、优
质豆仅占 10%左右。根据国际咖啡产业惯例，
咖啡一二三产价值比可达 127，最高可达
110100。而云南咖啡原料约 80%出口、10%
内销、10%精深加工，实际三产产值比例为 1
21，总产值 100 亿元左右。

不过，整体来看，云南咖啡产业也有优势。
“云南咖啡因统一性好、干净无瑕疵、甜度高、
酸度柔和、醇厚适中，即可作为优质单品，也可
任意拼配，既能满足高端客户，也能满足一般
客户，云南能大量产出优质咖啡豆。”李荣福
说，云南咖啡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种植、加
工、贸易、市场体系基本完备，资源可观、资本
投资青睐，投资骤增；可以整合周边国家上 100
万吨原料和市场，区位优势突出。

不过，李荣福认为，云南咖啡产业还处于

原料型、粗放式生产
阶段，因价格下行、
劳动力价格上涨、种
植放缓，原料竞争优
势减弱。但精品咖啡
供不应求，精深加工
产品和终端服务市
场巨大。

协同创新
提升产业竞争力

根据调研结果，
报告建议，为改变以
低附加值原料出口
为主的产业现状，应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围绕种植基地生态化、生产标准化、产品品牌
化、产业集群化的核心要求，加快标准化精品
咖啡种植园建设，培育咖啡加工贸易服务企
业，推动咖啡国际产能合作，打造云南咖啡“绿
色品牌”，提升云南咖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把云南建成全球精品咖啡重要产区、亚洲重要
的咖啡精深加工基地和亚洲咖啡交易中心。

李荣福强调，云南咖啡产业要走好两条
路，即品质之路，发展绿色精品咖啡，提高供给
质量；品牌之路，培育“云咖”大品牌，提升国际
国内市场竞争力。

其中，建设绿色精品咖啡生产示范基地将
是一个重要举措。按照绿色精品咖啡要求，从
品种、种植模式、管理、采摘、鲜果色选、脱皮脱
胶等环节着手，按绿色精品标准建设示范基
地，对咖企、咖农进行示范、培训和推广。

具体措施包括在主产区建 10 个优质新品
种筛选园；在主产区每年建 20 个立体复合荫
蔽种植精品咖啡示范园，5 年建 100 个，3 年投
产，亩产精品豆 100~150 千克；按立体复合荫
蔽种植技术要求，在最适宜区每年改造提升 20

万亩咖啡园，5 年改造 100 万亩。
在深加工基地建设方面，李荣福建议，推

动昆明、德宏芒市帕底、普洱市木乃河、保山板
桥、临沧等 5 个现代咖啡产业园规划设计、新
建、改造、整合，实现以精深加工、仓储、信息、
物流为核心的现代产业园区升级改造。

此外，根据产业发展实际、国内外消费需
求，应当制定一套与国际接轨又满足国内消费
习惯和交易要求的质量标准体系，辅导咖企、
咖农开展绿色精品咖啡认证，每年覆盖 30 万
亩，5 年 15 万亩。

报告建议，集聚整合创新资源，成立“绿色
精品咖啡产业创新联盟”，每年给予稳定支持。
搭建产学研协同发展平台，同咖啡产业技术体
系互为两翼，以全球市场为导向，以绿色生态
为着力点、打造全球绿色品牌，全面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

“预计未来几年，种植向优势区、劳动力价
格低的边境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提高绿色精
品咖啡生产比例、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是当务
之急。”李荣福说。

崛起中的“云咖”
姻本报记者 李晨

“火炬接力”让帮扶更持久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进入冬季，海南、广西等地的芒果正处于
“冬眠期”，而攀枝花芒果“独树一帜”，在全国
芒果市场空档期上市可谓占尽优势，让果农大
赚一把。

攀枝花芒果产业后劲十足，得益于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热科院）开展的
院地合作。近年来，中国热科院在多地实施科
技支撑产业发展，促进当地主导产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让老百姓过上富足
日子。

“我们承担着当好热带农业科技创新的
‘火车头’、热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排
头兵’和优秀热带农业科技人才‘孵化器’的重
任，为热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科技支撑更是
责无旁贷。”中国热科院院长王庆煌表示。

晚熟芒果斩“穷根”

走进四川省攀枝花市的芒果产区，一颗颗
金黄的芒果缀满枝头，绵延起伏的青山被这些

“金元宝”点缀着。在这个以山地为主的少数民
族聚居区，丝毫看不到荒凉和贫瘠，处处透露
着丰收和富足。

一切的改变从 21 年前开始。1997 年 3 月，
在原农业部的支持下，中国热科院与攀枝花市
签订院地合作协议，拉开了科技帮扶攀枝花芒
果产业发展的序幕。

“当时，专家考察发现，攀枝花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气候非常有利于芒果生
长，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不过，当地缺乏适宜的
优良品种以及丰产优质栽培技术，阻碍产业发
展。”挂职攀枝花仁和区副区长、中国热科院南亚
所成果转化处处长左雪冬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采访时表示。

为了与海南、广西等主产地芒果产业相媲
美，中国热科院专家团队因地制宜提出发展晚熟
芒果产业，让芒果错峰生产，改变芒果供应结
构，形成自己独有特色，帮助当地脱贫致富。

左雪冬介绍，一开始他们引进 20 多个品
种，经过试种最终确定了“凯特”“红芒 6 号”

“海顿”等 8 个适宜的中晚熟优良品种在这里
“落户”，成为当家品种。其中，“凯特”现在种植
面积约占 70%~80%。

他们还通过杂交育种等途径，培育出“热
农一号”“热品四号”等优良芒果新品种，为品
种更新换代打下了基础，攀枝花晚熟芒果逐渐
形成燎原之势。

有了品种还需要配套技术。中国热科院专
家研发了套袋、花果调控等系列配套技术，针
对性地解决了“大小年”结果、区域性特有病虫

害等重大科技难题。
通过先示范后推广，近 5 年来，科技服务

实施范围达到 4 县（区）20 多个乡镇，辐射带动
周边果园近 10 万亩，使新品种、新技术在一些
试点村普及率达到 80%以上，晚熟芒果套袋技
术入户率达 95%以上。科技为攀枝花现代芒果
产业“蝶变”注入不竭动能。

在科技服务过程中，专家不但传授新技
术，还教导果农产业化发展新观念、新思想，詹
儒林就是这样一位专家。他经常建议大家采用
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统一技术管理，采取综
合防治，才能减少病虫害防治成本，提高防治
效果。

“一般来说，国内 2~5 月是海南芒果上市
期，5~7 月多为广西和云南南部芒果上市期，攀
枝花芒果上市期属全国最晚，是 7~12 月。”中
国热科院南亚所副所长詹儒林说，这个上市时
间正好位于全国芒果市场的空档期，非常具有
优势。

左雪冬举例说，今年其他产区的芒果效益
不是很突出，但是攀枝花芒果上市后卖到 3 元
多一斤。2018 年，攀枝花芒果产值预计达 24 亿
元左右，产量达 22 万吨左右。

“攀枝花模式”成了院地合作的成功典范。
“现在的攀枝花已经是金果满山，形成了我国
‘纬度最北、海拔最高、成熟最晚’的优质晚熟
芒果产业带。”王庆煌表示。

科技入“黎家”

3 年前，刘钊离开了工作单位，代表中国
热科院入驻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
那时的他发现“当地的贫困程度比我想象中
严重得多”。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来到青松乡拥处村
工作，就是为了发挥科技专长，服务生产，帮助当
地群众脱贫，改善生活水平。”因此，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在这美丽的“黎家”干出一番事业。

精准扶贫如何精准？“根据院所领导指示，
我们前期经过大量调研，摸清了当地贫困村的

‘家底’，对人员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了梳理。
只有摸清这些，才能因地制宜安排技术入村。”
刘钊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技术入村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培训和示范
基地建设。科研人员通过培训让村民了解到什么
样的技术能够解决他们生产上提质增效的问题。
示范基地建设则让科技成果落地生根，让农民看
得到、摸得着的实惠，才能让他们信服。

青松乡南药风情小镇项目是海南省第一批
100 个风情小镇建设项目之一，但是项目中的重
要南药———姜和砂仁的种植遇到了问题：“怎么
种姜都不活”“引种的砂仁没有果”。

中国热科院派遣专家实地调查发现，采用
原有生姜栽培技术因当地地形原因，极易发生
生姜茎基腐烂病，病原菌随雨水传播，生姜很

快成片死亡。为此，他开展生姜容器化栽培示
范，容器化栽培的生姜长势良好，而对照区的
已经死掉，于是很多农户都开始跟着一起做。

作为当地主导产业，天然橡胶产业支撑着
村民们的致富梦。中国热科院选派专家开展天
然橡胶“两病防治”、割胶技术等实用技术培
训，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升天然橡胶管护
水平和产胶量。

“橡胶树在当地有 6~8 年的非生产期，可
以发展林下经济。因此，开展产业融合，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推广橡胶幼林间种山栏早稻和橡
胶成林间种生姜等南药技术。”刘钊说。

这样的间作模式，使山栏稻和南药种植规
模分别扩大到 1000 亩和 1500 亩，科研人员还
引进“山栏陆 1 号”和“山栏糯 1 号”新品种，使
山栏稻从亩产 80 公斤提高到 180 公斤以上，山
栏米年生产总量提高到了 10 万公斤，大大提
升了村土地单位产出和综合产出效益。

架起专家与农户的桥梁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十九大的明确要求，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在这场较量
中，中国热科院走出了自己的路。

历经 20 多年不懈探索，中国热科院构建
了以挂职干部为纽带、当地政府为主导、创新
团队为支撑的“政研产学”紧密结合的“攀枝花
模式”，先后派驻 7 批共 18 人次的技术骨干赴
该市挂职科技副县（区）长。

作为青松乡拥处村挂职“第一书记”兼青
松乡科技副乡长，刘钊深有感触，正是由于院
所派驻技术骨干的不间断“火炬接力”，才有效
协助当地政府做好决策规划，架起专家与合作
社、农户的桥梁，成功实现“把科研成果带下
去，把产业需求带回来”。

面对当前发展趋势，下一步，中国热科院
将继续选派优秀科技人才挂职锻炼，开展定点
定向精准扶贫，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创
造和提高叠加效应。

不仅如此，中国热科院会以更大的力度支
持拥处村、青松乡乃至白沙县规划建设现代农
业示范村，全面推广应用现代农业科技成果，
为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攻坚提供坚强科技支
撑和保障。

围绕产业需求，推进攀枝花干热河谷现代
特色农业发展。王庆煌表示，接下来，他们将联
合中科院地理所，加强对“金沙江干热河谷”与
第三极和泛第三极空间关系的探索，深入研究

“金沙江干热河谷”独特的生态经济地位，让攀
枝花特色农业产业成为中国品牌、世界品牌。

中国热科院专家组织开展田间天然橡胶栽培技术培训。 刘钊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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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福（左一）等在云南普洱市调研。 李荣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