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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菰产业拓宽致富路
——阜宁县科协实施村会合作富民增收侧记

雨后的阜宁乡村空气清新。阜宁县古
河镇运河村的千亩茨菰基地，水光潋滟，一
株株嫩绿的剑状叶片在阳光的照耀下，晶
莹滴翠。

“运河村的茨菰产业规模已达1250
亩，净利润从2019年的170万元增长到
2021年的300多万元，有效带动周边200
多名村民增收致富。”古河镇运河村党总支
书记张红军说，目前运河村是华东地区单
体种植面积最大的茨菰基地，运河茨菰价
格已成为全国茨菇价格的风向标。

运河村因依傍古运粮河而得名，是阜
宁县经济相对薄弱村。在实施“村会合
作”，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中，阜宁县科协充
分发挥科协的人才优势，整合资源，精准服
务，帮扶运河村茨菰产业做大做强，全力助
推乡村振兴。

科技结对，找准产业方向。运河村属
于典型的农业村，没有区位优势。为了寻
找发展突破口，2019年，阜宁县科协与该
村开展结对帮扶，指导发展特色产业，通过
科协组织科技专家对该村环境进行考察，

多次对土壤水质进行检测，发现运粮河直
接连接淮河入海水道，水资源丰富，水质较
好，土层深厚肥力较高，硒含量高的优势，
在科协的建议推荐下，该村决定种植备受
南方市场青睐的杭州白肉茨菰。

“虽然茨菰的抗性很强，但还是有很多
的病虫害会对它的生长、产量和质量造成
影响，在种植茨菰的过程中，危害茨菰生
长的主要病虫害主要有黑粉病、蚜虫、螟虫
等。”运河村三组茨菰种植户王先生说，针
对种植户的需求，阜宁县科协组织专家为
种植户举办培训班，提升种植技术。为化
解技术难题，县科协还联系扬州大学的专
家教授走村入户，走到田间，传经送宝，指
导基地和农户种植。正是科协的技术扶
持，如今长出的茨菰肉白质细、口感甘甜、
营养丰富，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扶上马，送一程。如何让茨菇由“长
得好”到“卖得好”？采访中，张红军告诉
记者，在县科协的精心指导下，运河村探
索走出一条“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路径，通过建立订单模式，成功与上海江
桥农贸批发市场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实现
产销对接。为有效应对市场调控需求，新

建了600立方米的冷库；为提升运河茨菰
的影响力，注册了“吉弯弯”商标。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在科协的协助下，去年10
月28日运河村还成功举办了首届茨菰文
化节。

爽口的“茨菰羹”、喷香的“茨菰肉圆”、
诱人的“茨菰扇贝”……如今，运河茨菰走
向了大型商超，走向了浙江、上海市民的餐
桌。小茨菰带动大产业，小茨菰做出大文
章。目前该村的茨菰种植已辐射周边三个
村居，带动越来越多村民增加收入，有效激
活了农村致富发展潜能。

“乡村振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才能提
升。”据阜宁县科协工作人员介绍，在积
极贯彻落实市科协“开展‘村会合作’，助
力乡村振兴”行动中，县科协坚持战略导
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科学把握所选
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特点，结合每个
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好具体规
划，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学（协）会立足自
身职能，汇集科技资源，实施科技项目，力

所能及地推动经济发展，为乡村发展注入
科技元素。

阜宁县吴滩街道吴滩居委会现有土地
3600余亩，是阜宁县经济相对薄弱的村
居。盐城非凡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是该居委
会经阜宁县科协推荐招引的农业项目，年
出栏白羽肉鸡70万只，生产有机肥1000
吨，形成以肉鸡生产、有机肥生产为一体的
循环农业示范企业。为扶持企业进一步做
大做强，阜宁县科协主动与企业结成帮扶
对子，利用科协的人才技术优势，协助企业
到青岛、浙江等地考察调研，使企业逐步迈
上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通过科协的牵线
搭桥，日前该企业与盐城工学院合作开展
了白羽肉鸡生态规模化养殖关键技术应用
示范的项目合作。

为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阜宁县科协
将围绕“村会合作”目标任务，进一步巩固、
放大项目带动效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助力建功，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全市科协系统村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行动·阜宁篇

本报讯（韩昆鹏 卞红
春）日前，市畜牧兽医学会在
射阳县四明镇新港村和亭湖
区盐东镇东南村开展“抗旱
情夺丰收”走访活动，依托精
准指导服务，助力抗旱情夺
丰收。

8月11日，市畜牧兽医
学会、市植保站技术专家赴
射阳县四明镇新港村，针对
新港村水稻种植大户遭受高
温热害影响等问题，走访了
水稻种植现场，指导种粮大
户高温防病治虫和科学抗
旱，尽最大可能减轻高温干
旱天气对水稻生产的影响。
同时，积极与新港村开展市

级绿色防控项目合作，合力
打造高标准的绿色种养循环
推广示范基地。

8月18日，市畜牧兽医
学会、市畜牧兽医站医师，深
入亭湖区盐东镇东南村畜禽
养殖场（户）生产一线，针对
高温酷暑期间，畜禽养殖场
（户）畜禽出现热应激的问
题，摸清高温期间畜禽生产
现状，并提出抓好圈舍降温
关，抓好精准饲喂关，抓好
科学管理关，抓好卫生防疫
关等高温期间畜禽饲养管
理指导意见，严防重大动物
疫病发生，确保畜禽生产安
全。

市畜牧兽医学会

开展走访服务活动

本报讯 （彭丹丹）8月
23日下午，射阳县科协主要
负责人带队，到四明镇新港
村调研科普工作。

调研组实地参观了新
港村活动场所、农家书屋等
科普阵地，认真听取了科普
工作开展情况介绍，与四明
镇分管负责人、新港村支部
书记等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期间向新港村赠送了科普
宣传资料。

射阳县科协将继续加大
对新港村科普工作的指导力
度，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进一步推进新港村造浓氛
围、建强阵地、搞好活动，切
实发挥弘扬科学理念、传播
科学技术、提升科学素质的
积极作用。

射阳县科协

调研四明镇科普工作

时令已是夏末，油菜早已收割，田里的
秧苗正值抽穗扬花。但“油菜专家”孙红芹
却依旧忙碌——几次电话相约采访，她都
因忙而婉言谢绝，直到一周后，终于接到她
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她小声问能否就在
她的实验室采访……

孙红芹是市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室副
主任，也是油菜学科的带头人。孙红芹和
她团队的实验室坐落在市农科院南幢办公
楼的第三层，约60平方米。见客人登门，
她一边拿出准备好的矿泉水，一边很热情
地为我们让座。

眼前的孙红芹，一头干练的短发，白色
的镜片后面透出的是和善的眼神，一身碎
花连衣裙，大方得体。

“农作物育种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油
菜育种工作更是特殊。但我心里并不觉得
苦，也许就是常说的‘农业情怀’吧！”刚落
座，孙红芹便用夹杂着灌南方言的普通话
热情地同我们聊起来：油菜生长季长，学科
每年种植各类育种材料5000多份，均为人
工操作，收获后须立即转入到实验室工
作。油菜空茬期仅3个多月，要完成数据
整理，编写试验报告，实验室品质测定，淘
汰不合格种质，完成登记成册等一系列繁

琐工作。
今年47岁的孙红芹是2004年扬州大

学农学院毕业的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研
究生。1998年大学毕业后，在灌南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助理农艺师。在工作的
同时，生性好学的孙红芹还有她的“诗和远
方”：200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扬州大
学农学院研究生，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便
到盐城市农科院从事油菜育种和栽培研究
工作。

多年从事油菜育种工作，养成了孙红
芹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研精神。通过
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多年实践积累，她的
业务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取得
较好的科研业绩。经过课题组同志共同
努力，目前在观赏型油菜新品种方面获
得白花油菜恢复系盐198，已成功配制白
花杂交油菜品种盐白518，且在该院品比
试验表现突出，同时其菜薹可食用，集观
赏、菜用和油用三位一体，为村民美好生
活“加油”。盐白518在2021-2022年度
油菜新品种长江流域联合鉴定试验中表
现突出，推荐进入下一年试验。在高产
多抗高油油菜新品种方面，孙红芹带领
团队育成油菜新品种盐油杂9号，今年6
月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并
获农业农村部植物品种权申请公告，盐

油629也获农业农村部植物品种权申请
公告，已申请品种登记。

近年来，孙红芹先后育成了盐油系列
品种10多个，其中主持育成并通过国家和
省级审定（登记）的有盐油4号、盐油杂5
号、盐油杂7号、盐油杂9号4个油菜新品
种。近期主持育成的多个新品系（组合）参
加各类试验表现突出，盐油杂10号、盐油
杂11、盐油杂12、盐白518等4个品种通
过省级以上联合鉴定试验第1年，综合性
状表现突出。主持了省现代农业（后补助）
项目“适合机械化种植的双低高产耐盐油
菜新品种‘盐油2号’和‘盐油4号’的选育
与应用”“适合机械化种植的高产双低高油
杂交油菜新品种盐油杂7号的选育与应
用”，主持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项目

“‘一元多用’油菜绿色高效生产关键技术
集成创新与示范”子项目等省部级项目6
项，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

科研不言苦。为了深入田间地头观察
记载，孙红芹通常是早上一身露水，中午
一身汗水，勤勉敬业，默默耕耘，耕地、除
草、施肥、套袋、观察、授粉，记录、粒数、称
重……这样的场景，在孙红芹的科研和推
广基地日复一日地上演着，但她乐在其
中。2017年2月，她响应国家号召生育了
二孩，但3月下旬进入油菜抽薹开花的关

键时期，也是油菜育种工作重要的时间节
点，而那时恰巧她先生因水稻育种到三亚
出差，孙红芹便把上初中的大女儿交给老
人看管，自己则带上一个多月的宝宝到试
验田，一时成为农科院争相传诵的美谈。

孙红芹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学习型家
庭。他们夫妻俩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同在
市农科院工作。20多年来他们共同进步，
夫妻二人分别从事水稻和油菜育种与栽培
工作，生活上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鼓励，
他们同心协力，营造了其乐融融的家庭氛
围。因此获得了盐城市科技之家、盐城市
第三届最美家庭标兵户、江苏省五好家庭
等荣誉称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的付出得到
了组织的充分肯定：她先后获得盐城市“三
八红旗手”，盐城市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称号。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市级以上科
技奖励3项，其中江苏农业科技奖三等奖1
项，市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淮海农业科技
进步二等奖1项。今年五月，被市委组织
部、市科协等联合授予“盐城市十佳科技标
兵”。

为美好生活“加油”
——记市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室副主任孙红芹

□记者 朱雷成

本报讯（马贤兵 陆爱玲）
为扎实推进“科创江苏”试点区建
设工作，引入省级学会资源服务
地方产业发展，切实帮助企业解
难题，有效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8月24日上午，盐都区科协
在盐城高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线
上召开“助企纾困 科技赋能——
会企合作对接会”。省学会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和4家省级学会
秘书长，市科协、盐都区政府相关
负责人，盐都区5家企业负责人
参会。

线上，省机械工程学会、省能
源研究会、省复合材料学会、省环
境科学学会等4家省级学会代表
分别介绍了该学会的概况及服务
职能，江苏恒隆通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江苏华跃纺织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亿豪塑业

股份有限公司、盐城申源塑胶有
限公司、江苏瑞洁环境工程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5家企业负责人分
别介绍了企业的基本情况，并针
对企业在节能减排、产品更新、技
术创新等方面遇到的“卡脖子”问
题，向省级学会专家进行咨询和
求助。随后，企会双方就技术合
作服务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与讨
论，加强了相互了解，增加了合作
信心。

盐都区科协主要负责人表
示，盐都区科协将进一步摸清区
内企业技术需求，加强与省学会
服务中心沟通联系，着力推动省
级学会专家和企业的精准对接，
促进优质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汇
集和利用，形成常态化合作机制，
确保“科创江苏”试点区建设工作
取得实效。

技人物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

本报讯（王萌 成林惠）8月18日，第六届“全国防震
减灾科普讲解大赛”预赛在北京成功举办，市科技馆讲解员
孙宇雯代表江苏省参加了南方赛区预赛，并从南方赛区38位
选手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好成绩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

本届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以“防震减灾 科普先行”
为主题，预赛分为南北赛区，来自全国各地30支代表队75

名选手参加。本届比赛采用现场比赛和视频连线相结合
的方式。选手们围绕比赛主题“防震减灾、科普先行”进行
自选作品讲解，讲解内容涵盖地震发生原理、建筑减隔震
技术、地震预警、震后避险等方面。

市科技馆参赛选手孙宇雯代表江苏省参加了南方赛
区预赛，她讲解的题目为“地震预测：从阴阳两气到氡钍探

测”。比赛中，她以生动的语言辅以动态的演示，结合地球
仪、饼干、奶油等道具，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地讲解了板块
运动的方式以及地震预测相关的技术和手段。专业的讲
解、生动的演示，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专家评委的一致
好评，从南方赛区38位选手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好成
绩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

第六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预赛收官

市科技馆孙宇雯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

本报讯（陈琪）近日，亭
湖区科协在先锋街道健康路
社区新建的防灾减灾科普
教育基地正式竣工。8 月
24日上午，市消防救援支队
新闻宣传科对基地开展应
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验收工
作。

验收组对照县级应急消
防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标准，
实地查看了基地在普及消防
安全基础知识、消防设施运
行原理和常见火灾处置等方
面的基本功能，体验了影音
播放系统、火灾隐患查找等

硬件设备，检查了街道开展
相关科普活动等方面的资
料，并通过“一地一表一验”
的方式，进行现场打分。支
队领导对基地的设施配备、
活动开展等给予了肯定，并
就如何更有力地普及应急消
防、应急救援知识提出了建
议。

下一步，亭湖区科协和
先锋街道将充分发挥阵地作
用，大力开展贴近群众、贴近
生活、满足公众需求的社会
化应急消防宣传教育，提升
全民消防安全意识。

亭湖区科协

科普教育基地接受验收

为进一步增强报纸与
读者互动，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以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本版现向广大读者有奖征
集新闻线索。欢迎读者针

对本版涉及的行业，把所见
所闻的新鲜事、有趣事、烦
恼事、感人事及时反映给我
们。

热线电话：
15366586269

征集新闻线索

助企纾困 科技赋能
盐都区科协召开会企合作线上对接会

对接会现场对接会现场 陆爱玲陆爱玲 摄摄

听取科普工作情况介绍听取科普工作情况介绍 彭丹丹彭丹丹 摄摄

科普教育基地验收现场科普教育基地验收现场 陈琪陈琪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