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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叶仲宇：精心打造科普惠农兴村示范基地
本报通讯员 郑雪

在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双塘村，有位爱花之人扎
根荷田，通过种植观赏荷花，售卖荷花相关产品创业。
这位创业者名叫尹学颖，今年38岁，毕业于重庆大
学。从2018年开始，尹学颖在静观镇双塘村种植观赏
性荷花，他刻苦钻研荷花培育技术，目前已种植了数十
种荷花，并开设网店出售种藕、鲜切花、荷花盆栽、莲子
等产品，产品远销山东、广州、福建、江苏等地。

尹学颖表示，希望能利用自己的特长，在荷花特色
种植及相关产品领域拓宽销售渠道，带动周边村民增
收致富。 新华社发 秦廷富 摄

叶仲宇，从1998年至今在武隆区沧沟乡从事农业
科技工作，22年如一日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扎根基
层诠释初心和使命。

叶仲宇通过不断进行新品种试验示范，引进吸
收工厂化育苗技术和山地农业高效种植技术，开办
农民田间科普学校等，依靠科技力量和专业技术带
领全乡人民提升科学素质，提高种植技术，实现了
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造出全市乃至全
国有名的“沧沟西瓜”品牌，武隆区沧沟惠众西瓜科
普示范基地因此荣获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
称号。

引进工厂化育苗技术

叶仲宇在从事农业科技初期，面临传统育苗出苗
率低、苗弱、病虫害严重、移栽成活率低、缓苗期长、不
能长途运输、育苗成本高、供苗能力小等困境。

从 2007 年起，叶仲宇多次远赴山东、台湾、荷
兰等地学习工厂化育苗技术。他说：“一项新技术
新产品是否适用于当地，是否能给服务对象带来效
益，需要先试验，全面了解这项技术和产品的优势
和不足，决定是否推广，减少盲目推广造成的人为
损失。”

从事工厂化育苗技术攻关13年来，经过自身多次
选择试验，引进消化山东鲁青公司穴盘西瓜育苗技
术、贵州省毕节市辣椒漂浮式育苗技术，通过转化总
结提炼出了一套适合武隆当地的育苗技术，培育的商
品苗苗壮、整齐、无病虫害、批量生产、全区运输、移栽
成活100%，无缓苗期、成熟早、长势强劲。

同时，在上级的扶持下，沧沟乡关庙村建设育苗
大棚42个，每年为区内提供瓜类优质苗2000亩以上，

推动了沧沟乡农业科技的大幅进步。在叶仲宇的带
领下，建立了一支育苗基地团队，利用先进的瓜菜育
苗技术，实行统一标准集中订单式育苗，在适宜的季
节可接1000万株瓜菜苗的订单。

总结推广高效种植技术

武隆区种植业受地区条件限制，存在土块小、土
层薄、坡度大、交通不便、产量低、效益差等，经过叶仲
宇多年曲折探索，屡败屡战，总结出一套适合该区山
地农业特色的种植技术，减少了土地荒芜，提高了种
植收益，扭转了种植业效益。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乡平均每亩玉米需要15
个工时，现在每亩地平均只需5个工时，省出来的10
个工时至少有7个工时体现了科技水平的提升。”叶
仲宇说。

在叶仲宇的主导下，选择适合粗放栽培的种类，
如玉米、红薯等。同时采用挖掘机翻地，每亩施5吨
农家肥，实施超稀种植，按50米修一条2.5~3米的田
间作业简易道路，苗前、幼苗、小苗分别使用一次除
草剂，生长旺盛期施一次追肥，产量得到了大大提
高。他将“农艺+农机”相融合，结合测土配方施肥等
新技术，减少了务工人数，降低了劳动强度，增加了
农民收入。

“我们基层科技工作者，要当好实验室成果到田
间应用最后一公里的焊接者、催化剂、互通桥的角
色。服务对象需要什么，我们有哪些科技资源可以帮
助他们，让服务对象少走弯路。”叶仲宇说。

2012年，在叶仲宇的牵头组织下，沧沟乡成立了
第一所农民田间科普学校，实现了种植技术传授“零
距离”。8年来，通过“传帮带”，组建了一支科学素质

强、业务水平高的科技志愿者服务队伍。

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

2010年，由中国科协、财政部联合授牌的全国科
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沧沟惠众西瓜科普示范基
地落户沧沟乡。

叶仲宇不负重托，尽心守护这块国字号招牌，扩
建了育苗基地，引进了节水灌溉设施，目前，试验示范
新技术新品种达13个。

近年来，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叶仲宇作为乡农
业服务中心主任，积极引导全乡农技协和科普示范
基地积极参与扶贫工程，得到各基地和协会的有力
回应，纷纷加入扶贫工程。

在科园蔬菜示范基地，6年来，每年向种南瓜的贫
困村、贫困户免费发放瓜苗，受益贫困户年均在30户
以上。以此同时，叶仲宇邀请其他基地和协会加入，
通过送猪崽、送菜种、送劳务、送技术、帮销售等多种
形式参与脱贫攻坚战，80%贫困户从中受益。

在叶仲宇的苦心经营和管理带动下，沧沟西瓜示
范基地保持持久的生命力长达10年，至今依然活力四
射，吸引着区内外众多种植户实地观摩学习，“沧沟西
瓜”这块响亮的品牌声名远扬。

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解决现有供
应链金融体系中信用传递、信息造假等痛
点问题，加速盘活资金，提升服务效率，为
供应链条上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支
持，进而缓解一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面临
的资金困境。 ——董宁

（董宁，智链万源（北京）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CEO、北京大学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
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区块链发展面临三大挑战。首先是人
才储备极为不足，国研智库报告显示，中国
真正具备区块链开发和相关技能的人才非
常稀缺，约占总需求量的7%。同时，目前
区块链的应用太浅，甚至存在用偏和用错
的可能。此外，对区块链技术带来的社会
影响认识不深。区块链不仅仅是一种技
术，它可能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学基本理论
产生深刻影响。 ——王元丰

（王元丰，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
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大数据时代，个人基本信息和行为信
息都在被各种各样的现代设施数据化，多
数人的生活已不可能倒退到对个人信息
实行全面且绝对的禁止性保护，合理的利
用既符合社会公益，也符合个人美好生活
的利益诉求。关键在于以可控的方式，在
确保个人利益的同时，合理适度利用个人
信息。 ——王建红

（王建红，华北电力大学大数据与哲学
社会科学实验室主任。）

叶仲宇，高级农艺师，武隆区沧沟乡科
协副主席、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荣获2020
年武隆区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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