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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先锋科技先锋

谈谈

崔玉英：走在田坎上的科技工作者
本报通讯员 吴红亮

一口山东话和重庆话的混合腔，一个常活跃在田
间地头的高挑秀美姑娘，一个平日温柔但在技术问题
上不允许有半点马虎的农技人，这是同事们和老百姓
对崔玉英的印象。

出生于山东的崔玉英，她最喜欢的就是群众叫她
女汉子。她说农技人不能脚不沾泥，一到农村感觉特
别亲切，能把学到的技术知识惠及群众，是自己一生
的追求。

坚定地走在农业一线

2000年，崔玉英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考入万
盛，一直从事农业农村工作。她说：“进入农林系统，
我的目标就是当个农技人，就是要把学到的知识转化
为生产力。”

从毕业至今，崔玉英没有离开过农业生产一线，
从事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农民培训和农技推广工
作。在农业综合开发工作12年期间，推动实施有关项
目60余个。从做项目可研报告到项目实施、完成验
收，加班熬夜是常事。项目实施时，经常驻守在项目
区。她说，守着项目实施，就是怕出现偏差；驻守项目
区，既是履职更是尽责。

由于农业综合开发面积大，基础设施建设比较
分散，奔波于项目之间，为此常常错过了饭点。多
年来，这样的问题让她落下了胃病，她却仍然坚守
在一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万盛经开区农业综合开发工
作获得市政府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获市综合办年
度管理奖10余次。这些荣誉倾注了包括崔玉英在内
的许多农技人的心血。崔玉英也多次被评为万盛经
开区骨干人才，2010年被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评为

“实施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二十周年先进个人”。

成为农民信赖的人

崔玉英在担任科教信息科科长的8年时间里，主
要从事经济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试验、示
范、推广和技术指导工作，同时还注重抓好农民及农
业重大科技项目的培训工作。实施的农业新品种引
进、新技术推广项目获万盛经开区管委会三等奖1次，
区丰收办一等奖3次、二等奖4次、三等奖10余次，撰
写的论文多次被市级部门采用。

“农民搞种植很不容易，他们对技术的掌握理解
必须依靠实践，我们做的就是把正确的理论服务于种
植实践。”崔玉英说。2012年至今，作为基层农技推广
专家，崔玉英每年带领10多名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推广
农业先进技术，不厌其烦地给农民讲解水果种植技
术，特别是猕猴桃种植技术。

几年下来，崔玉英和同事们一道几乎走遍了万
盛的各村各社，也成了农民信赖的人。有时候深夜
接到农民的咨询电话，崔玉英会不厌其烦地做好解
释和指导。

近年来，她和同事们每年在全区组织开展农业技
术培训20余次，培训2000余人。在全区建设农民田
间学校十余所，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10余个，为农
民培训提供场所和实践示范基地。先后2次在重庆
市党员教育平台讲解猕猴桃种植知识，被市农业农村
委聘为职业农民培训兼职教师，被市委组织部聘为党
员教育平台兼职教师。

“以前是在一个领域做农技，现在多了一个平
台。”崔玉英说。2019年，崔玉英担任区科协兼职副主
席后，更是与农技协联合会紧密合作，通过科协这个

平台，加强对协会会员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种植养殖
技术培训，同时也积极对接市科协有关学会、协会的
专家以及市科技局的专家来万盛经开区现场指导。

在疫情防控中服务群众

今年疫情期间，崔玉英重点做好全区鲜活农产品
监测统计工作。从1月29日开始收集全区鲜活农产
品情况（包括畜牧、蔬菜、水果、水产），每天向区管委
会、市农业农村委报送，为市区提供我区鲜活农产品
价格、供需等相关信息，为全区农产品供给提供决策
依据。

与此同时，崔玉英仍继续当好种养户的服务员，
帮助种养户销售农产品。新冠肺炎发生后，造成部分
农户农产品滞销。为了解决这一情况，她在相关微
信、QQ工作群上发送农产品供求信息，让农户和需求
方进行联系，解决了部分农产品销售问题。

针对涉农企业，崔玉英主动联系移动公司，帮助重
庆六丰农业有限公司和重庆雁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
京东和盒马电商平台联系，推进全区农产品销售。

采访结束时，崔玉英说，她能做的就是勤奋学、务
实干，只要群众需要我，就说明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我就是个离不开土地的农技人。

当前疫情正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和社
会发展格局，信息科技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战
略性、基础性、先导性行业，要走在前列，助力
我国打造数字经济和信息治理“升级版”，特别
要以数字基建为契机，聚焦发布的关键性、全
局性、战略性问题和挑战，加强协同融合和统
筹发展，推动我国信息科技更好发挥经济社会
发展中引擎与纽带作用。 ——陈左宁

（陈左宁，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从科研的角度，看到自己孕育的技术，就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宝贵和无价。但从市场和
资本的角度来看，技术的先进性只是一个部
分，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是否有极为迫切的需
求和成熟稳定的技术和工艺。 ——晏敏皓

[晏敏皓，环境友好能源材料国家重点实
验室（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修复材料国际
研究中心主任。]

一个东西只要你认准了，就不要放弃。只
有走错一步才会走对下一步，如果一开始就知
道结果，那是工程不是科研。 ——傅向东

（傅向东，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植物细
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小麦条锈病要进行综合防控，通过选用
抗病品种、药剂拌种、防除寄主杂草等压低菌
源量，创新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提早使用药
剂预防和治疗，控制病害流行，从而有效控制
小麦条锈病发生和危害。 ——康振生

（康振生，国家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小麦病
虫防控功能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

28岁的西点师冉婷，半年前还在奉节县
城开烘焙店，如今她却一头扎进名叫回龙村的
小山村，在秦巴山区深处展示着自己的手艺。

位于重庆市奉节县兴隆镇的回龙村，风
景秀美，村里两山相向而立，奇丽雄壮，像极
了夔门，人们称之为“旱夔门”。过去，有不少
游客过来“打望”，但零零散散，没形成规模，
似乎跟村民关系不大。

然而，自从2018年奉节在“旱夔门”打造
三峡原乡样本，这里的风吹草动，都牢牢牵动
着村民的心。经过两年精心打造，“旱夔门”
三峡原乡今年7月1日开门迎客。这个融古
朴与现代、传统与时尚于一体的景区，一亮相
便成为当地的网红景点。

万紫千红的花海随风摇曳，瓦顶土墙的
农房点缀其间，草场里两头奶牛在悠然进
食。这里既充满三峡风情，又富有欧洲格调；
既有农家乐，也有西餐厅。

冉婷工作的地点，就在景区内的西餐厅。她站在西
餐厅一端的面包工坊里，一丝不苟地给游客制作着各类
西点：吐司、蛋挞、曲奇、布丁等品类俱全。餐厅内，有的
游客在品尝西点，有的游客在吃着牛排。“能在小山村里
看到‘西点西施’，感觉太好了！”一名重庆城区来的游客
感叹道。

“自己开店辛苦，压力也比较大。这里空气清新，风
光秀美，工作环境舒心。”冉婷说，她能做20多种西点，
每月工资6000元左右。

“我们打造三峡原乡，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既保持
原汁原味，又体现现代时尚，让两者有机融合。”“旱夔
门”景区负责人余平告诉记者，为了保持原貌，景区内的
37户居民继续留在原地，享受着景区带来的效益。景
区开放1个月，就接待了2万多名游客，仅门票和观光车
收入就达40多万元。

在回龙村，除了冉婷这样的“外来人才”，以前出门
打工的年轻人，也纷纷回到村里，有的在景区打工，有的

在家里创业，纷纷吃上了“旅游饭”。“今年以来，已经有
40多个年轻人返乡，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人气也
越来越旺了。”回龙村党支部书记左宏兵说。

区入口不远处，23岁的彭文祥正在卖烤土豆。以
前，他一直在外地工厂打工，看到家乡成了景区，他立即
回到家里开了个小卖铺。“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比外出
打工强。”彭文祥告诉记者，除了小卖铺收入，他家的10
多亩地流转给了景区，每年的流转费也有五六千元。他
准备把家里闲置的房屋利用起来，开农家乐接待游客。

“两年前，村里还只有我一家农家乐，这两年陆续开
了七八家，每家的生意都不错。”45岁的村民唐练说，随
着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农家乐每天最多接待200余
人，收入能有3000多元。

“这里虽然是传统村落，却能过城市生活，对各类游
客尤其是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兴隆镇党委书记黄浩
说，以前“看山只是山”，如今在旅游带动下，小山村进入
了转换通道，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冉婷，小山村的西点师。冉婷，今年28岁，在重庆奉节县兴隆镇
回龙村旱夔门景区内的西餐厅展示自己制做的甜点。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崔玉英，中共党员，高级农艺师，科技
特派员，现任万盛经开区科协兼职副主席，
万盛经开区农林局科教信息科科长，重庆
市第五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冉婷：小山村来了西点师
新华社记者 李勇 韩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