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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飞 虎 ，重
庆市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贮藏加工
研 究 所 所 长 助
理、研究员，重庆
市 科 技 特 派 员 、
武隆区首席科学
传播专家。主持
参与各类科技项
目 20 余项，获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
优 秀 科 技 特 派
员 、全 国 优 秀 科
技特派员等荣誉
称号。常年扎根
科 研 一 线 ，重 点
对 武 隆 茶 叶 生
产 、加 工 等 进 行
技 术 指 导 ，带 动
20 多个贫困村经
济发展和村民脱
贫增收。

科技工作者

从事科技研发，进

行科技扶贫，不仅

要有满腔热血，还

要耐得住寂寞，守

得住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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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飞虎 扎根科技扶贫一线 高山种出“致富茶”

为脱贫攻坚插上
科技“翅膀”

□夏元

以一叶之轻，牵众生之
口，唯茶也。

如高飞虎所说，“如果
不把茶叶种植好制作好，那
么它只是一堆枯叶，只有通
过产业化产出优质精良的
茶叶，才能让茶农得到实
惠。”

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
瓶颈之一，往往是缺乏农业
科学技术。作为一名科技
特派员，高飞虎以实际行动
践行着责任和使命，长期扎
根基层一线，以严谨的科学
精神和实干的工作作风助
力脱贫攻坚。

针对武隆高山茶区生
产实际，高飞虎积极引进、
筛选出适宜当地种植的茶
树品种，完成关键技术攻
关，并在生产中应用推广。
在他的带领下，武隆高山地
区的农户尝到了产业化种
植茶叶的甜头，逐步走上了
致富之路。

古语云：授人以鱼，三
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
用。脱贫攻坚是一场艰苦
卓绝的战役，对于广大农村
群众而言，比“鱼”更需要的
是“渔”。

而今在全市各区县乡
镇的田间地头，可以看到不
少像高飞虎一样的科技特
派员的活跃身影，他们俯下
身子、沉心静气，数年如一
日地向农村群众传播和推
广实用技术，以科技的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让星星之火
不断燎原。

因茶结缘
帮扶贫困乡年增收百万元

因茶叶与武隆“结缘”，高飞虎说，这
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2005年，作为重庆市科技特派员，
高飞虎随当时重庆市科委组织的专家组

“三下乡”活动来到武隆。专家组一行主
要是为当地村民进行农产品生产指导，
重点涉及牲畜养殖、蔬果栽培等产业。

彼时，当地一个茶叶小作坊负责人
刘永铧，苦于茶叶种植始终不得其法，便
大着胆子向专家组请教，当时高飞虎接
待了他。在刘永铧倒完一通“苦水”后，
高飞虎决定先去他的茶叶作坊实地调
查，然后再“开方子”。

经过细致走访，高飞虎发现，刘永铧
的作坊从管理方式到车间设备及加工技
术，都非常原始粗放，于是，他耐心地给
刘永铧逐一指出不足，并在之后长期与
他保持“点对点”帮扶。

“武隆种植茶叶的条件得天独厚，当
地茶农生产热情也高，就是缺乏技术指
导。”受此启发，大学时读茶学专业、随后
又在重庆市茶叶研究所工作的高飞虎，当
年就主动申请到武隆进行茶产业驻点帮
扶。

到武隆驻点帮扶的头一个月，高飞虎
走遍当地10多个乡镇，对武隆茶产业进
行了全面调研。他对当地茶园进行了茶
样、土样采集和化验分析，并对茶园的环
境气候进行了评估。他还参与制定了《武
隆茶叶产业发展规划》《绿色高山生态优
质绿茶基地建设总体方案》等，将武隆茶
园依照不同类型划分为改造恢复型茶园、
重建型茶园、增行补株型茶园等，并针对
茶园的不同类型，逐一对其进行升级改造
技术指导。

然而，尽管有着不错的种植条件，但
当时武隆全境茶农数量只有几十户，加
上品牌不响、销路不畅，茶农们对茶产业
发展没啥信心。

扶贫先扶志。凭着多年对茶叶的知
识积累，高飞虎认为，武隆茶叶品质上
佳，缺的只是一个打响名头的机会。于
是，高飞虎鼓励当地茶农，把一款由他们
种植加工的茶叶送到当时正在永川举行
的“国际茶文化节”进行评选，不曾想，该
茶叶竟一举问鼎金奖！这个喜出望外的
结果，让大家信心倍增。

接下来，高飞虎继续扎根生产一线，
先后指导当地建成5个茶叶生产基地，
改造新建茶园面积近5万亩，并积极推
动当地创建茶旅融合示范基地。其中，
白马镇豹岩茶村获2015年度“中国十大
最美乡村”称号。

针对武隆高山茶区生产实际，高飞
虎积极引进、筛选出适宜当地推广的茶

树品种，研究形成适合当地的“高山衰老
茶园树势恢复关键技术”“高山新建茶园
覆膜越冬技术”“高山有机茶园管理技
术”，并在生产中应用推广。在多个由高
飞虎牵头创制的武隆茶叶品牌中，“仙女
红”有机红茶荣获中国重庆·永川国际茶
博会金奖、重庆市著名商标、重庆市名牌
产品等称号；“蜀牌·武隆高山茶”更是一
举获得第十二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
比一等奖。

“武隆茶叶”打响名头后，随之而来
的就是产业化发展。于是，在适宜种植
茶叶的白马镇、后坪乡等多个乡镇，都能
时常见到高飞虎不厌其烦地给茶农做思
想工作，一遍遍灌输“茶叶方便运输和存
放、附加值高，能有效带动增收”等理念。

“有了专家的科技扶持，还有镇上农业
技术骨干‘一对一’指导，我有信心把茶园
种植延伸成为一条完整产业链。”前两年，
经过高飞虎的指导帮扶，武隆桐梓镇双凤
村返乡创业人员黄成投资上千万元，建设
茶叶基地，并在自家茶园旁开建一座制茶
加工厂。同时，他还在高飞虎和桐梓镇农
业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筹划建设
电商平台，逐步建立起专属的茶叶销售渠
道，形成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完整茶叶产
业链。

黄成的“致富经”，只是高飞虎牵头
帮扶乡亲脱贫的众多案例之一。

近年来，高飞虎牵头组织相关科技
人员，先后帮扶白马镇、后坪乡、鸭江镇
等乡镇的10多家茶叶企业进行茶叶加
工生产线建设及产品开发。其中，作为
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的后坪乡，
现已达到加工绿茶80吨、红茶40吨的年
产能，每年可带来600万元经济收益。

扎根一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高飞虎初到武隆进行茶产业帮扶
时，也曾遭遇当地茶农的不理解、不信
任。

有一次，在指导茶农进行茶树栽植
管护时，高飞虎让茶农们用台刈技术对
衰老茶树进行改造。台刈技术，是一种
茶树改造技术，即对衰老的茶树在离地
面约10厘米高处，剪掉其全部枝干，重
新培养树体骨架和树冠。

然而，听说要对茶树进行这样大刀
阔斧的修剪，茶农不干了，认为这样做会
把茶树毁掉。直到高飞虎多次拍胸脯保
证“茶树出意外由我负责”，茶农们才将
信将疑按照他的建议执行。

事后，当看到通过台刈技术改造后
的茶树产量翻番时，茶农们都心悦诚服
地向高飞虎竖起大拇指。

高飞虎说，无论大家与他意见相同

还是相左，他都能感受到，茶农都是对事
不对人，并且大家对他这位科技特派员
始终报以尊重。和茶农在一起相处的点
点滴滴，让高飞虎更加坚定了扎根一线，
带动当地村民致富增收的决心和信心。

要提高茶农的种植加工技术，高飞
虎心里明白，他们需要的是一学就会、学
会就用的实用技术。

因此，在进行技术培训时，高飞虎先
是通过图片演示和现场实作，让茶农们
观摩，然后和大家一起实地操作——白
天，他与茶农们一起采摘茶叶，晚上则手
把手教他们茶叶加工技术。

通过多次与茶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高飞虎教茶农们学会了针形名茶、扁形名
茶、毛峰茶等不同外形茶的加工技术，同
时熟练掌握了各种制茶机械的规范操作，
让茶叶加工品质得到显著改善。

白天采完茶叶，高飞虎还要对前一
天晚上加工的茶叶样品进行评审，找出
问题后，还得对制茶工艺进行改良，因
此，他经常深夜加班。最忙碌的时候，武
隆全区7个茶叶加工厂都有高飞虎实地
指导的身影。

“这种‘点对点’帮扶始终是远水难
救近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一
线帮扶中，高飞虎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
做的。

于是，由高飞虎牵头，市里多名科技
特派员定期在武隆举办茶产业培训班，
为茶农免费授课。高飞虎和同事们还为
每个厂家指派技术人员，对其进行专业
指导和培训。

如今，武隆每个茶叶企业及生产基地
都有专职技术人员。这些由高飞虎手把
手带出来的技术人员，又面向广大茶农传
授茶叶种植加工技术，从而让更多人掌握
专业知识，创造出更大经济效益。

在武隆科技扶贫过程中，高飞虎始
终认为，壮大特色产业才是脱贫的不二
法门，没有产业的脱贫，如同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
此，他一直为当地多个乡镇、村社发展茶
叶产业“鼓与呼”，并积极帮扶产业带头
人。

现任武隆洪山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的赵伟成，就是高飞虎重点帮扶的产
业带头人之一。

2014年，在外打工做建筑小包工头
的赵伟成决定返乡，潜心种茶。他认为，
目前政府正在培育高山茶叶乡村旅游
带，是茶叶做大做强的好时机，于是他找
到高飞虎“取经”。

高飞虎对此非常支持。他告诉赵伟
成，武隆这样的高山地区适宜种植不施
化学肥料、不打农药的高山有机茶叶，并
勉励他耐心经营、精心发展，同时手把手
帮助他成立了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如
今，赵伟成的合作社已带动当地200多

户农户参与，有效带动了村民致富增收。
“如果不把茶叶种植好、制作好，那

么它只是一堆枯叶，只有通过产业化发
展，产出优质精良的茶叶，才能让茶农得
到实惠。”高飞虎如是说。

只争朝夕
前行在科技扶贫路上

在科技帮扶武隆茶产业培育壮大的
过程中，劳心劳力只是一方面，高飞虎也
曾经历过危险。

2018年年底，由于茶叶加工时间紧
张，为赶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技术指导，高
飞虎与同事连夜驱车，从武隆城区出发
走山路前往一处茶厂。

时逢隆冬，加之山上海拔高，汽车沿
山路越向上行驶车轮越打滑。当到达一
处陡坡时，车辆再也无法上行，驾驶员只
好把车停下，车上所有人下车步行。结
果大家没走几步，停着的车子突然失去
控制，一直向侧后打滑，幸亏有个土堆挡
住，车才没有滑进深沟里。

不过，在高飞虎看来，这样的惊险只
是他投身科技扶贫中的一段小插曲。

“科研要立足于基层，适用于基层，
扎根于基层，这样才有意义。”高飞虎说，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
让自己数十年来对茶叶种植的所思所学
得以全数施展，助力科技扶贫推动茶农
致富增收，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自参加工作以来，重庆主要产茶区
高飞虎都去过，尤其是10多年来扎根武
隆茶叶生产一线，让他与武隆的茶农们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2017年底举行的武隆区第三届
人才表彰大会上，高飞虎因在武隆区茶
产业发展和科技扶贫工作中成绩突出，
荣获“武隆区第三届贡献奖”。

对于高飞虎的获奖，武隆区政府及
区农业、科技等部门人士都说“这是实至
名归”。特别让大家啧啧称赞的是，作为
武隆区进村帮扶科技扶贫团团长，近年
高飞虎带领扶贫团成员开展实地调研，
针对武隆28个贫困村分别制定出具体
帮扶措施，开展了农产品新品种引进、新
技术培训与实地指导等帮扶，极大促进
了贫困村产业发展和农民脱贫增收。

实际上，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高飞
虎对农户的科技帮扶不仅局限于茶产
业，在其它农作物培育方面，他同样以自
身所学为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建言献
策。而且不只是在武隆，他的足迹遍及大
足、荣昌、巫山等市内多个区县，鼓励并带
动各地因地制宜发展荷莲、苕粉等特色农
产品。

高飞虎说，他将一直行走在科技扶
贫道路上，只争朝夕。

□本报记者 夏元

高飞虎很忙。作为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贮藏加工研究所所长

助理和研究员，他一年中有4个多月都扑在重庆各个区县和国内多地的

田间地头，对农产品的培育和生产进行课题调研、指导。其中，为推动武

隆区茶产业发展，他倾注的心血最多。

为什么是武隆？高飞虎说，这不仅因为武隆有着可上溯到商周时期

的悠久种茶历史，而且当地平均12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形，具备“高山

出好茶”的先决条件。此外，武隆自然旅游资源丰富，能为茶叶销售提供

好的市场平台。

记者手记

高飞虎（中）在武隆指导茶农生产。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高飞虎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茶叶产业培训班

讲课。

高飞虎为茶农现场示范茶叶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