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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感悟

“咚”，随着飞机轮胎落地声响，杭州市

农业农村局选派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开展

农技帮扶的12名专家顺利抵达了凯里黄平机场，

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既兴奋又紧张，东西部协

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如何与当地干部群众

一起，用自己的专业特长，认真服务，真情帮

扶，为携手共奔小康献计出力，是我们此行的

主要目的和重要使命。此外，我作为团队唯一

的民革党员，深知“三农”在民革参政议政、

社会服务方面的重要性，此前也多次参与过省、

市民革组织的农业科技下乡服务，但这次的黔

东南帮扶却让我有了不一样的责任担当。

精准把脉  献策产业“造血”
要把对口帮扶的好事办好，关键在于“精

准”，黔东南州风景优美、生态环境优越，茶

叶、水果、水产、蔬菜、畜牧、中药材门类齐全，

可是“黔货”知名度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

优质不优价，这些问题成了农业“成长的烦恼”。

“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是全球农业文化遗产

之一，黔东南州人历有食用“稻田鱼”的习惯，

但知名度始终不高、效益不明显。问题症结到

底在哪里？

我多次与当地技术人员、经营主体座谈交

流，从“水产品市场特点”“渔业产业的科技

支撑”“渔业标准化建设和品牌建设”的话题，

到“水产养殖模式与技术试验示范和标准化示

范应用”“渔业技人员和渔农民培训”的话题，

可以说无话不谈、开诚布公，让我深入了解当

地传统农业的精华与智慧，领会其生态优势和

发展困难，以自己的专业特长，提出转变理念，

加强生产模式和经营方式创新，出台稻田综合

种养的土地流转优惠政策，加强水产良种繁育

场和水生动物病害防控能力建设，提高致富带

头人的示范引领，总结宣传已有成果和实效等

建议，为传统农业焕发新生机、为强化农业“造

血功能”献计出力。

每周四晚上是我们专家队的集中交流时间，

即使再晚再累，队员们都雷打不动地在微信交

流群里“打卡”，分享一周的工作成果、梳理

遇到的问题、交流下周的计划，对拓展帮扶思

路裨益不小，有不少实际困难就是在大伙的“头

脑风暴”中找到解决方案的。

农业科技助圆小康梦
——赴黔东南州开展农技帮扶小记
文 / 陈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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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发力  传授渔技真经
黔东南州水产苗种需求量大，本地生产基

地少、供应不足，外来苗种流通量大，防疫检

疫工作基础薄弱。我到岗后正好碰上从江县大

面积发生病死鱼情况，我与当地科技人员多次

深入从江县谷坪乡五一村等 12 个稻田综合种养

点，开展鲤鱼等病死鱼的流行病学调查。

通过仔细勘查，我提出在水源下游设置外

来鱼种暂养隔离池、适时放养、加强鱼种检疫

等技术要求，以提高稻田养殖鲤鱼苗种的成活

率；对发病和死亡鱼池，提出采取隔离、阻断

水源防止漫延、停止高温季节放鱼、水体（鱼

池）彻底消毒、深埋病死鱼等应急技术措施。

在贵州省水生动物病原检测手段缺失的情况下，

我与工作单位杭州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联系，

把样本送回杭州实验室进行病原检测，病原检

出后，又与浙江鱼病专家联合会诊，进行病情

分析和诊断，提出了具体的处置建议。同时，

为了加强黔东南州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工作，我

还自费采购了显微镜、解剖工具、水温计、台

秤等小仪器赠送给黔东南州水产站，并联系宁

波大学送去细菌培养皿等用具，以实际行动为

黔东南州科学防治鱼病献上绵薄之力。

稻渔综合种养是农业助推脱贫攻坚的九大

重要产业之一。黔东南州由于土地破碎，观念

陈旧，基础投入少，稻田设施差，养殖品种单一，

产量和效益不高。我与当地科技人员多次深入

镇远县蕉溪镇田溪村、凯里市三棵树镇格细村

等稻渔综合种养试验点，检查水稻生产情况，

考察养殖品种鲤鱼、台湾鳅、黑斑蛙和中华绒

螯蟹等的生长和生产情况，现场手把手向养殖

户示范抓鱼的操作方法，对如何在稻渔综合种

养模式中延长养殖鱼类生长期、提高商品鱼规

格和产量、培育大规格鱼种等技术环节进行指

导，让他们基本掌握了稻渔综合种养需遵循的

规律和诀窍。

提升智力  授鱼更要授渔
扶贫先扶智，授鱼更要授渔。对于长年奋

战在农业一线的帮扶专家队员来说，深知农民缺

少技术的难处以及掌握技术的重要性，竭尽全力

将多年积攒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毫无保留地运

用到帮扶实践中。

“创业致富带头人暨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与

技术培训班”是黔东南州农委会为我提供的授课

平台，开课当天，60 余位台江县农户和当地专

业技术人员赶来培训。我从稻田养鱼的“前世今

生”、杭州稻田综合种养主要模式、稻田养鳖技

术和黔东南州稻田综合种养的思考等四个方面，

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杭州稻田综合种养的理念，通

过稻田养鳖、养蛙、养鱼等成功案例的分析，分

享了品牌打造、产业链延伸、合作社 +基地 +农

户等经营方式和经验，用先进的种养结合理念和

经验帮助当地农民转变观念和思路，提升脱贫致

富的内生动力。授课效果非常好，结束后很多农

户和技术人员拉着我咨询，从他们的眼里，我看

到了他们对科学养殖和农业技术的热切期盼。

在帮扶期间，我还走村入户，受邀去台江

台盘乡某稻田养虾户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解答各

种生产实际问题；调研台江县阳芳村巴拉河流域

的某河滩地，为有意投资渔业的工商业主提供水

产养殖场建设的评价意见。当地农民高兴地说：

感谢专家现场“把脉”，给我们送来了先进理念

和实用方法！

回到杭州后，我常常接到当地农户和技术

干部的咨询电话，还接待了黔东南州来杭培训的

团队。

回首在黔东南州的日日夜夜，我们 12 位农

业专家无论年龄大小、职位职称高低，都努力找

准定位、克服困难、发挥专长、真诚付出，竭智

尽力用农业科技力量助圆小康梦，为黔东南州农

业发展留下了浓重一笔。

（作者系民革党员、杭州市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副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