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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
当牛粪遇上小蚯蚓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慧文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赤峰市政协委员，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资源与环境研究室主任

一条小蚯蚓，引出一个博士工作站，建
立起“循环种养”农业全产业链新模式……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王岩写在提案中的这
个故事，要从牛粪遇上蚯蚓开始讲起……

王岩是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资源与环
境研究室主任，这名“80 后”农学女博士，
2022 年又有了新身份——赤峰市政协委员。

“从科研人员‘跨行’成为一名政协委员，
为我开启了全新视野，也打开了另一扇大

门。”
自那以后，边搞科研边调

研边记录成为王岩的日常。作
为一名在农业面源污染

防控、治理方面
有 想 法 、 有

干劲、有建树的科技工作者，王岩总能在农
业环境领域看到问题、抓住问题。一年后，
她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环境资源界委员。

2023 年 2 月，王岩接到了来自乌兰达坝
当地政府寻求帮助的电话。“在乌兰达坝苏
木，养牛是当地最主要的产业，但随着肉牛
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问题也随之出现
——草场退化、养殖技术跟不上、效益上不
去。尤其是满地乱丢乱弃的牛粪导致的环境
污染，成了最让人头疼的事。”

前往乌兰达坝进行实地调研后，王岩
注意到，有部分农牧民开始积极收集牛
粪。这是做什么用呢？原来，牛粪可以
养殖蚯蚓，这是当地政府引入的创
新产业，但蚯蚓卖钱后，留下

的大量蚯蚓粪又成了新难题。
然而王岩看到了蚯蚓粪的无限潜力，何

不试试粪肥资源化利用？
说干就干，王岩和团队收集蚯蚓粪后，

展开了一系列试验。经过不断地研究尝试，
他们成功将蚯蚓粪变成了蚯蚓粪肥，并在乌
兰达坝苏木多地开展了对玉米和大棚尖椒施
用蚯蚓粪肥的测产试验。

“用上蚯蚓粪肥后，不仅辣椒产量上去
了，残椒率也低了。摘下来的辣椒可以直接

拿到市场上卖，收入也提高了。”在巴林左
旗大棚尖椒测产现场，一位农户高兴地拉着
王岩感叹道。

看似寻常的几句话，点燃了王岩的信
心，也启发了她对乡村振兴新模式的思考：
蚯蚓粪肥成功实现牛粪变废为宝，不仅延长
了产业链条，还显著提高了优质饲料以及农
作物的产量，最终反哺肉牛养殖业，促成了
乌兰达坝向着“循环种养”全产业链发展的
实践。

如何让这条全产业链走得更扎实，成了萦
绕在王岩心头的一件事，“饲草新品种种植技术
不成熟，就邀请饲草种植专家进行授课；犊牛健
康管理问题，邀请养殖专家入户指导；打造乌兰
达坝纯有机品牌，能拓宽农民致富路子，需要专
家团队走进大棚，手把手教会农户学习熊蜂授
粉技术，助力农产品增产增收……”

为了突破层层“技术关”，王岩把身边
相关专业的博士、专家都拉进了工作群。在
她的组织下，2023 年 8 月，乌兰达坝苏木博
士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32 名博士、专家组
成的“智慧大脑”，为“循环种养”全产业
链的深入实践展开了科技护航。

行走在田间地头，不断为农牧民、
为乡村企业解决一个又一个技术

难题，也给王岩履职带来了

灵感。“在探寻助力自治区由农牧业产量大
区转向质量强区的道路上，乌兰达坝博士工
作站给了我答案——关键在于以科技为支
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和科研工作者，不能
只顾低头干活，也要记得抬头看路。要了解
政府关注什么，百姓需要什么，最终明确科
研工作的方向。”

2024 年 1 月，由乌兰达坝博士工作站引
发的思考被王岩写进了 《构建科技支撑全产
业链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的提案，并带上了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环境
资源界小组讨论中，王岩讲述了这个牛粪遇
上蚯蚓并引来博士工作站的故事，得到委员
们的纷纷点赞。

“博士工作站不仅是一个吸引人才资源
的平台，也是为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的重
要力量。每当看到我们的科研成果能让百姓
受 益 、 企 业 盈 利 ， 也 是 我 们 最 高 兴 的 时
候。”王岩由衷地说。

不久前，赤峰市宁城县联系王岩，希望能
借助博士工作站的力量，帮助宁城县在“菜、
果、牛”三大主导产业上提质增
效。如今，王岩和团队已经投入
到新一轮的科研工作
中，让科研智慧继续在
草原上开花结果。

发挥发挥““三个作用三个作用”” 争当合格委员争当合格委员

北京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直线距离
约2400公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女科技工作者张雨跨越了这数
千公里的距离，不仅把海淀创新高地的农业科技成果带
到了新疆，也架起了一座委员服务百姓的“连心桥”。

▶▶▶“我从新疆来”

张雨是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长期从事科技评价与
科技战略研究工作。而海淀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则赋予了
她另一项使命：为海淀发展建言献策。

不过，随着海淀区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全区已基本没
有户籍农民，农业占比也越来越少，张雨的履职似乎也遭
遇“瓶颈”。“仅仅围绕民生问题写提案、做调研与自己的本
职工作关系不大，感觉有点‘不过瘾’，我还是希望发挥自
己在农业科技方面的专业优势，精准发力、履职尽责。”

2020 年，海淀区政协积极推进政协工作向基层延
伸，大力开展委员工作站建设，不断深化委员与所在地
区群众联系。这给了张雨很大启发：海淀区是对口援疆
的地区之一，如果能够围绕对口援疆工作成立一个智力
支农方向的工作站，就能把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带到基层
一线。

在海淀区政协和马连洼地区政协委员工作站的支持
和协助下，2021 年，工作站正式揭牌，并且很快与基础薄
弱、需求迫切的新疆皮山农场建立了联系。

说起来，这事并非偶然。“因为我从新疆来。”她向记者
坦言，自己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父亲是老一辈援疆人。成
长过程中，她亲眼见证了父辈为建设新疆付出的汗水和心
血，也深受鼓舞，一直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家乡。

早在 2012 年，张雨就带领团队来到新疆，从零开
始，开展油料作物抗逆品种筛选及绿色丰产增效技术研
发与集成示范研究。“我们主要围绕新疆花生产业科技创
新开展项目试验。”十余年间，记不清多少次数千公里的
往返，新疆5个地州50多个县市、团场生产一线，都留
下了张雨和她的团队开展科学试验和技术培训的身影，

“新疆产业发展需要科技的引领和支撑，我希望能够用自
己多年来学到的技术，为新疆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小花生，大产业

工作站成立后，张雨去新疆的次数更多了。
在对皮山农场进行充分调研后，张雨决定在这个以种

植红枣为主的地方开展林下套种花生试验，“这样能够有
效利用林下闲置空间，帮助老百姓多元增收。”

种花生？大部分人从未了解过花生种植。所以试验
刚一起步，就有老百姓提出疑问：“能不能行？”

是啊，一个小小的工作站，能发挥多大作用？大家的
质疑声反而激发了张雨的斗志：“增收致富是我们共同的
心愿，我将以工作站为平台，用科技的力量发展花生产业，
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雨话不多说，只是带着科研骨干
们废寝忘食地在田里开展试验……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留
着精致卷发，脸上化着淡妆的张雨，在田间地头卷起裤腿
辛勤劳作的样子。最终，她用一颗颗饱满的花生回答了质
疑：林下套种花生试验很成功！丰收的场景映衬着老百姓
的笑脸，张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幸福。

皮山农场的花生种植面积从无到有，第二年就增加

到 一 万 多
亩。“在我们团
队的努力下，花生
产量不断提高，目前已
经能达到亩产 600 公斤左右，
今年还要力争突破 800 公斤。”通过
试验把优质品种筛选出来后，张雨还给合作
社、当地企业和农民做示范，指导他们怎么种花生、怎
么进行田间管理，在不与粮棉争地的情况下，为大家增
收提供了新路径。

带来海淀的农业科技创新技术只是第一步，张雨进一
步发挥工作站的平台作用，一方面组织开展培训学习，培
养一批能熟练掌握花生种植技术的农民；另一方面积极为
原料产区与相关加工、销售企业牵线搭桥，进一步打造花
生全产业链，激发当地“造血”潜力。

国内外农业专家、企业家、高校学者……慢慢地，来皮
山农场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一条科技引领花生产
业发展的新路径越来越清晰。

▶▶▶保障“油瓶子”安全

“我国食用油对外依存度很高，如果不能解决自己的
‘油瓶子’问题，将来很容易被‘卡脖子’。”在皮山农场的履
职实践，让张雨对我国油料产业的发展有了更多思考。

油料产业不仅事关国家的“油瓶子”安全，还事关肉、
蛋、奶的保障和供给。“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
到要扩大油料生产，如果能在新疆大力发展花生产业，建
设产业基地，将有利于建立我国油料安全屏障。”

基于工作站的情况，张雨撰写了《以发展花生全产业
链为抓手，加大海淀区科技对口援疆力度》的提案，该提
案成为海淀区政协主席牵头督办的重点提案。此外，她
还撰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皮山农场
花生红枣套种与平地平作科学试验报告》和《科技引领、
产业融合，探索“皮山试点、和田实践、北京经验”的花生
产业持续发展对口援疆新模式》两份调研报告，报送给
相关部门。

如今，张雨的研究对象逐渐从花生拓展到大豆、向日
葵、油菜等油料作物。“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进一步提升
油料作物的产量，构建起一揽子油料作物的技术创新链，
让‘油瓶子’里装满我们自己的油。”张雨对此满怀信心。

2023年11月23日，海淀区政协召开2023年委员工作
站工作会议。会上，张雨被授予“优秀政协委员工作站站
长”称号。站在台上，她感慨万千，政协委员、科技工作者
……无论哪一种头衔，于她而言，不仅是荣誉，更是责任和
使命。

“我还会到新疆去，到基层去，到田间地头去。”这是张
雨的坚持。

而小花生的故事，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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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万 亩 冬 枣 成
熟，群众露出笑容、腰

包鼓起来的时候，我总是难
掩心中的喜悦与自豪，更加坚定了

服务群众、投身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决心。
1996 年，我从农校毕业后，怀揣着带领群众走上致富

道路的初心，来到下洼镇冬枣研究所工作。当时正值冬
枣大面积推广的关键阶段，但群众对既不能当饭吃又不
是生活必需品的冬枣种植非常抵触，甚至出现犁地时故
意将镇政府免费栽种的树苗犁死的情况。

“冬枣这么好，你们怎么不种？”“都种上冬枣，谁给粮
食吃？”面对群众质疑，镇委镇政府让党员干部带头试种，
我带头报了名。可没想到，种上的冬枣树不结果，被村民
们笑话为“公树”。不服输的我边学习边摸索，借鉴苹果
环剥技术，跪在树下给枣树环剥，手上磨满了泡，衣服划
烂了好几身，整个冬枣生长期吃住在枣园，精心管理枣
树。第二年，试种的冬枣喜获丰收，亩均收入过万元。群
众看到翻了几十倍的收益，纷纷主动改种冬枣。

为了解决大家种植技术难的问题，我利用周末和晚
上的时间，手把手教村民们技术，冬枣产量和品质都有了
保障，全镇冬枣种植面积很快推广到 2.8 万亩，枣农个个
成了“万元户”，“沾化冬枣”这个品牌也逐渐被国内国际
市场认可。我深深体会到，只要坚守一颗为民初心，就一
定能带领群众找到一条致富的路子。

民之所望，履职所向。沾化冬枣产业走过红火的 20
年，但近年来，随着外地冬枣发展带来的冲击，加上枣农
老龄化、抗风险能力差等发展瓶颈，枣农收入锐减。2022
年冬枣成熟季的一场大雨，让露天冬枣大面积裂果、掉
果，一度出现枣农刨掉冬枣种白蜡的情况。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既是产业带头人更是群众带头
人，“坚决不能让冬枣这棵富民树倒下！”我两天两夜没合
眼，召集种枣“老把式”、农技专家讨论研究，走遍了全区
大大小小的枣园，撰写了《关于沾化冬枣产业发展的调研
报告》，提出了推广“设施大棚+沾冬2号”栽培新模式的建
议，喊出了实施沾化冬枣“双增双提”工程的发展口号，下
定决心要改变沾化冬枣“靠天吃饭”的现状。

就在我们准备带着乡亲们大干一场的时候，现实给
了我当头一棒！“30 年的种枣习惯，你能说改就改？！”“我
建了大棚不赚钱怎么办，你给我出钱吗？！”群众质疑声四
起，阻力非常大。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还是要先找示范带动。我
提前做好“功课”，黄升镇种枣“老把式”姜竹廷的枣园早
已改接了沾冬 2 号，但由于没上大棚，一场天气让老姜损
失过半。在我的“软磨硬泡”下，老姜决心试一试，卖完枣
就将自家 6 亩枣园全部建上大棚。同时，我又和区里、镇

上的冬枣专家跟踪服务大棚管理。当年，老姜大棚的沾
冬 2 号冬枣收入近 50 万元。打那之后，老姜逢人便夸大
棚好处，“再也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种枣了！”在姜竹廷的
影响和带动下，周边枣农纷纷建起了大棚，改接了沾冬 2
号冬枣。

面对沾冬 2 号冬枣带来的可喜变化，我深入调研，撰
写了《关于大力发展大棚沾冬 2号的建议》的提案，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并采纳，在全区推广种植沾冬 2号冬枣。为
打消枣农建棚成本大的顾虑，我出去跑项目、筹资金，在
国家、省、市相关政策的支持帮助下，累计争取到债券资
金 4.29 亿元用于冬枣发展。为解决枣农反映建冬枣大棚
资金短缺的问题，我撰写了《实施沾化冬枣“大棚贷”推动
设施农业发展》的社情民意信息，受到区领导的重视，协
调金融部门创新推出沾化冬枣全额贴息“大棚贷”政策，
真金白银补贴枣农新上冬枣大棚和改良品种。如今，全
区冬枣大棚已发展到 6.7 万亩，沾冬 2 号发展到 3.6 万亩，
枣农人均收入又重回了“万元时代”。

产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2022
年的沾化冬枣成熟季，因为那场持续了半个月的大雨，导致
露天冬枣大面积裂果。看着这番景象，我痛在心里，焦急万
分。冬枣产业不能仅有鲜果种植，还要搞深加工。

我三次拿着冬枣宣传手册拜访尚亿食品负责人王利
芯，将沾化冬枣质量、营养价值、产量保障等优势推荐给
公司，并领着他到各乡镇枣园考察产业。同时，我撰写了

《关于延伸产业链条搞好冬枣深加工的建议》，引起相关
部门重视，出台惠企政策，促进了冬枣深加工企业的发
展。在此基础上，我积极联系外商、科研院所，协调政策，
帮助企业研发新产品、争取资金。沾化区第一家规模以
上冬枣深加工企业建立后，当年就投产并收购了 3500 吨
的冬枣，为枣农提供了兜底保障，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冬枣
糕也成功出口日本。此外，我们还推广游园采摘、冬枣盆
景、枣木雕刻，让冬枣能吃、能玩、能观赏，并持续拓展社
区拼购、直播带货等新兴业态，全区冬枣线上销售比例达
50%以上。2023 年，沾化冬枣产业产值达到 55 亿元，枣农
人均增收2000元，这棵“富民树”越长越旺。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对我们来说，就是踏踏实
实发展好冬枣产业，认认真真讲好冬枣故事，让每一名枣
农都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2022 年开始，作为农业界委
员，我联合了来自沾化冬枣科研、种植、加工、销售等各个
领域的市、区政协委员 11人，创建了“沾化冬枣·界别同心
汇”，2023 年获省政协授牌，从此，我们有了汇聚各方智
慧、聚力产业发展的平台。

区里的“80 后”枣农隆宽哲想把自家那 7 亩枣园建上
大棚，可无奈没有那么多资金，在基层调研走访时，我了
解到很多农户都有同样的困难。于是，召集了青云村镇
银行的业务人员，利用沾化冬枣·界别同心汇这个聚识平
台，开展了一系列“赋能助力 同心共富”政策宣讲活动，
把我们的“大棚贷”政策传进千家万户。今春以来，大棚
贷款金额达 3091万元，涉及 2144亩枣园，解决了很多枣农
的燃眉之急。

一枣一世界，枣红心更红。一棵棵“富民树”在沾化
大地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这里有丰收的喜悦，有付出
的艰辛，更有未来可期。相信在未来，一颗“枣”的奇迹将
在这片大地上继续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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