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娃，勤奋
好学走出了大山。

他立志改变乡村贫困面貌，进
乡村、下田野，用自己所学的农业知
识，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成为农民
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他领办农业企业，探索科技帮
扶产业发展新模式，让农业成为有
奔头的产业，给田野带来新希望。

2019年，在北京召开的科技特
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总结会上，重
庆 4名科技特派员被全国通报表
彰，他作为受表彰代表在会上发言。

他，就是重庆市种植畜牧场农
业推广研究员王友国。

“一定要改变乡
村贫困的面貌，让家
里和村里的人顿顿吃
上猪肉”

3月 21日早上7点半，酉阳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五福镇大河村4社
村民文元碧，背上背篓，提着锄头，
上坡干活了。她每天的工作，就是
给山坡上成片的油茶林锄草、剪枝、
施肥。

“莫看这些小树枝现在不起眼，
等到今年秋天，这里成片的油茶树
开花、结果，那才叫安逸哟！”文元碧
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几年前，她还在
外务工，后来“王老师”到村里教大
家种油茶技术，在当地发展起油茶
产业，如今，她在家门口找到了务工
机会，一年能挣到10000多元。

文元碧称的“王老师”，就是王
友国。

1958年，王友国出生在重庆市
巫山县的一个偏僻村庄，兄弟姐妹
一共8人。“在我小时候，父母一年
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种点土豆、
玉米当主食。家里养的猪，我们从
来都舍不得吃。我从小就跟着哥
哥、姐姐们捡柴、种地、收谷子，什么
活都干过。”王友国说，“自己懂事以
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改变乡村贫困的面貌，让家
里和村里的人顿顿吃上猪肉。”

于是，在恢复高考时，王友国填
报了农学专业，之后成为重庆市种
植畜牧场农业推广研究员。

认定油茶产业，让
“柴火树”变“摇钱树”

2012年，作为市科技特派员，
王友国来到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五福镇开展科技扶贫。

那是3月的一天，王友国记得
早上7点钟他就从重庆主城出发，

直到下午3点过才到大河村。
当时，酉阳县是重庆市4个国

家级贫困县之一，五福镇的大河村、
高桥村距酉阳县城就有 100多公
里。

“这里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其
中产业空虚是贫困落后的主要原
因。”经过调查，王友国惊喜地发现，
当地土壤呈微酸性，并且富含硒元
素，特别适宜油茶树生长，光野生老
茶树就有4000亩。

然而，当地群众对这些茶树并
不当一回事，都拿来当柴烧。所以，
当王友国兴致勃勃地提出在当地发
展油茶产业时，遭到不少人的质疑，

“之前我们搞过蚕桑、白杨、花椒，哪
个不是搞几年就熄火了？”“那些柴
火树有啥子用处哟，还能变出个金
元宝？”

“想让大家跟你干，就得做给他
们看，让他们有信心。”王友国进乡
村、下田野，给当地村民开院坝会，
讲油茶的经济价值。他坚信，那些
野生老茶树经过改造，再引进培育
新的油茶品种，荒山就能变成“金
山”。

王友国还找到当地的一家林业
发展有限公司，说服负责人由公司
出面与农民签订单合同，以每公斤3
元的保底价格收购。如果市场价高
于这个价格，就以市场价收购，打消
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随后，王友国对当地的油茶进
行了深入研究。他在油茶林里修了
一个工棚，吃住和村民在一起，手把
手教他们技术。油茶怎么栽、何时
施肥，施多少等他都一一手把手
教。那段时间，每个月有 15天左
右，他都呆在田间地头，一个夏天便
晒黑了。

2014年，他和一家肥料厂合作
用烤烟做基质制造出油茶树专用复
合肥，既为油茶树提供了肥料，又有
效防治了病虫害。

“如果不是王研究员来了，我这
个茶油事业就干不下去了。”五福镇
当地的一家林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郑国彬说，自己是四川泸州人，看
中了油茶产业的发展前景，通过招
商引资来到酉阳发展油茶产业。但
是因为自己不懂油茶种植技术，当
地又缺乏技术、管理人员，发展很快
遇到瓶颈。王友国来后，实施了多
项科研课题项目，解决了当地油茶
种植的技术问题，五福镇的油茶树
栽培技术大幅提高，达到了“一年见
苗、两年见叶、三年见花、四年见果”
的效果。

如今，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
五福镇规划发展了富硒油茶高产示

范基地30000余亩。村民砍来当柴
烧的“柴火树”变成了年亩产茶油40
公斤、年亩产值3200元以上的“摇
钱树”。

再创业开办公司，
让农民从“旁观者”变

“参与者”

五福镇的变化让当地村民欢欣
鼓舞，也让王友国深刻感受到了科
技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巨大
作用。

2016年，已退休的王友国做了
一个大胆的决定，领办了重庆市五
福盈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吃过苦、
受过累，最能理解农民需要什么。
自己创业，说白了，就是想把这个事
情做起来，让农民脱贫，有收入，带
领乡亲们富裕起来。”王友国说。

于是，王友国以五福镇天馆乡
10000 亩油茶林为示范，创设了

“145”利润分红模式，即集体经济占
10％、企业占40％、农民用土地入
股占50％。让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
直接参与基地建设，成为产业工人，
从中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在王友国看来，这种分配方式
让几方受益：一方面公司不再支付
土地租金，缓解了资金压力；另一
方面，将红利大量让给老百姓和村
级集体经济，让村民从“旁观者”变

“参与者”，不仅有利于增加群众收
益，还有利于油茶的管护，同时还
能做大做强集体经济，打造油茶品
牌。

目前，五福盈公司在该镇的
15000余亩油茶已有8000余亩开
始挂果，2018年收获茶果25万公
斤，2020年生产60万公斤，全镇参
与的 1130户农户，有 368户 1100
余名贫困人口通过利益联结模式，
人均实现务工和分红收入 10000
元。

不仅如此，王友国领办的五福
盈公司，已先后承担市级以上油茶
类科研项目5项，取得科技成果3
项、发明专利6项，重庆市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1项，引进长林系等17个
油茶品种，通过技术攻关和试点，
已有5个品种被审定为重庆市地方
品种。

目前，该公司已注册“五福缘”
“五福盈”“英棋”“依罗”等8个茶油
商标，发展成为涵盖良种培育、种
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公司，被
评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
级油茶产业科普示范基地和国家级
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等。

这些油茶园不仅有效利用了当
地的土地资源，让土地不再撂荒，还
让村民实现“离土不离乡，失土不失
业”，有了就近务工、甚至创业的机
会。

“现在镇上建起了油茶冷藏库、
肥料库、油茶加工坊，我自己承包了
500亩土地栽种油茶，去年开始结
果了，我指望这些油茶来养老呐！”
五福镇五福村村民白远海高兴地
说。

研发油茶精深加
工技术，延长产业链

3月24日，记者来到南川区大
观镇凤凰岭，这里正在打造油茶康
旅综合体。

山脚的一大片工地，工人们正
在热火朝天地搭建扇形休闲长廊。
连绵起伏的山岭上，坡地边，栽满了
绿油油的油茶树，有的刚到膝盖高，
有的则长到了1米多高。

不远处的一大片油茶苗圃基地
里，近 3 万株油茶苗正在茁壮成
长。里面品种不一，有白花苗、红花
苗、香花苗，还有珍贵的金花苗。一
颗颗高高低低的油茶树苗抽出嫩绿
的叶子，在阳光照耀下泛着青绿色
的油光，它们迎风舒展着身躯，特别
惹人喜爱。

“这里正在建设南川区万亩油
茶示范基地。”大观镇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整个基地项目包含200亩
苗圃、1000亩核心油茶示范基地、5
万亩油茶基地、年产1万吨的山茶
油加工基地、油茶产业博览园，以及
康养基地等项目。

“万亩油茶基地落户大观，可实
现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旅游，挑起乡
村振兴的重担，推动大观镇形成集

‘农业观光、采摘体验、乡村休闲’于
一体的生态旅游大格局,大观未来
可期哟！”这位负责人满心欢喜地
说。

“南川只是我们服务乡村产业
振兴，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一个尝试。”在大观油茶基地
里，王友国正在巡查遮阳棚下的油
茶树苗。他对记者说，“目前我们已
经开发了油茶美容护肤产品、食用
油等产品。”

接下来，他要在初加工的基础
上，进一步研发油茶精深加工技
术，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通过打造乡村旅游等方式，提升油
茶的市场附加值，带动更多村民脱
贫致富，真正让荒山变成“金山银
山”，使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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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

点赞科技特派员。他指出，要很好总结科技特

派员制度经验，继续加以完善、巩固、坚持。

事实上，科技特派员制度在重庆也展现了

强劲生命力。去年，我市面向33个有扶贫开

发任务的区县选派科技特派员3344名，今年

已选派市级科技特派员750名，实现贫困村科

技特派员服务全覆盖，涌现出一大批扎根农

村、心系群众、奋发有为、无私奉献的典型。

本文通过讲述科技特派员王友国的故事，

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科技特派员在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

把荒山“柴火树”变成“摇钱树”王友国：

人 物

名 片

重庆市科技特派员、
重庆市国家“三区”科技
人才、重庆五福盈林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 不 是 有 信 心 而 坚
持，而是坚持让人充满信
心。任何事情你坚持不
懈努力，3 年后肯定有效
果。”

“做事情要耐得住寂
寞，我不抽烟、不喝酒，就
是想把一个事情弄明白，
总想争取把它做得更好一
些。”

创 新

感 悟

记者手记

王
友
国

□匡丽娜

王友国干事的那一股子
劲，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在南川大观镇的油茶林，
当地村民拿着剪刀，给刚运到
的油茶树苗打理根须。我们
的车刚停稳，众人还未下车，
只听见他“哎呀”一声，打开车
门，跨步走到那两人跟前，连
连摆手说，“莫要剪这么多根，
不然栽不活！”说罢，立即手把
手，耐心教两位村民如何剪
根、修枝。

在大观镇的油茶苗圃，本
来他正在给记者介绍树苗的
情况。突然，他停下脚步，一
个跨步将一只脚骑到苗床上，
弯下腰，在 30 公分高的树苗
丛里抓了一把东西。等他喘
着气直起身子的时候，记者发
现他手里紧紧攥着几根野草。

在采访回程的路上，王友
国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来电
的人要么是问茶树苗栽种情
况的，要么是问公司管理工
作。放下电话，他呵呵地笑着
说，“我退休了，但就是闲不下
来，想把手头的事情做好，把
重庆油茶做成一个响当当的
品牌。”

这些小事情，让记者看到
王友国干事的那股劲头：对农
业农村和农民深厚的情感，以
及他对科技工作由衷的热爱、对事业孜孜
不倦的追求。

正是这股劲，让他从一个地地道道的
农家娃，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走出了大山，
用自己所学的农业知识，为农民增收致富，
探索科技帮扶产业发展新模式，让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给田野带来新希望。

事实上，在重庆，还有千千万万个“王
友国”。他们奔波在田间地头，“做给农民
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

数据显示，2020年我市面向33个有扶
贫开发任务的区县选派科技特派员 3344
名，通过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人才下
沉、科技下乡，实现农业技术的本土化，推
动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在稳产赋能助脱贫
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重庆已选派市级科技特派员
750 名，预计全年选派的科技特派员将有
3000名左右，他们重点围绕区县优势特色
产业发展和服务对象的科技需求，通过技
术引进示范、现场科技服务、实用技术培
训、电话咨询与网络会诊等方式开展服务。

在
重
庆
，还
有
千
千
万
万
个
﹃
王
友
国
﹄

▲3月24日，南川区大观镇，王友国（左一）正为农户讲授油茶的
管护知识。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酉阳
五福镇村民
收 获 油 茶
果。
受访者供图 ▲3月24日，南川区大观镇，农户们正在栽种油茶。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