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中西乡，茶园飘香，风光美不胜收。
6月13日，在位于西乡县峡口镇江塝村的西乡茶叶试验示

范站，一垄垄茶树在山间如五线谱般延伸开来。
作为传统的茶叶产区，18年前，陕南只有一季春茶，而

60%的茶树鲜叶资源都没有得到利用，经济效益损失达 40—
50%。

如何从单一的春季绿茶生产到一年四季绿茶、红茶、黑
茶、白茶等多茶类组合式连续化生产，试验站首席专家余有本
和专家团队用科技创新解开了陕南茶产业资源全利用这道“转
型升级”难题。

小叶子蕴含新科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茶科技是一篇大
文章。茶科技不仅涉及茶农们的种植环节，还涉及企业的精深
加工环节，以及流通环节等，遍布整个产业链。

在长达 18 年的时间里，杨凌科技工作者以“孺子牛”
般的精神，献身秦巴山区，书写出让茶叶成为致富产业的
大文章。

今年60多岁的村民陈翰森在试验站专家多年指导下，不
仅自己成了远近闻名的茶叶种植土专家，经营着120亩茶园，
而且还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茶叶加工厂。

十余年来，闲暇之余，陈翰森都会请教专家茶园机械化耕
作、施肥、修剪等机械化规程。此后，每年陈翰森的小账本上
都会增加一笔不小的茶叶收入。余有本笑着告诉记者，类似像
他这样的土专家在西乡县的茶农当中还有不少。

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试验站专家团队对农户的科技帮扶
不仅局限于茶产业，在茶产业深加工方面，他们同样以自身所
学为当地茶企发展建言献策。

萎凋、揉捻、发酵……在陕西鹏翔茶业红茶生产车间内机
器轰鸣，茶香阵阵。

“2017年开始，公司与试验站合作推出了红茶、黑茶、白
茶等多个品类的延伸产品。”公司销售总监魏鑫介绍，对茶叶
进行深加工是实现茶叶资源高效利用、提高茶叶附加值、促进
茶产业转型升级、增加收入的重要突破口。

魏鑫说，经过试验站首席专家余有本教授团队指导帮扶，
陕西鹏翔茶业销售额由原来的1000多万元增加到目前的4000
万元左右，形成了茶叶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随着国内红茶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余有本和专家团队又在
陕西研发推广了白茶，2022 年底，陕西白茶产量达到 1414
吨，产值达到2.82亿元。

陕南茶产业的发展厚植于科技的沃土中。2005年，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以政府为推动，大学为依托”的产业推广模
式，在陕西西乡县建立了首个集产学研为一体的茶叶试验站，
新技术目前已替代了陕南茶区陈旧落后的传统栽培、病害防治
和茶叶加工工艺，为陕南茶叶迅速在全国茶产业体系中崛起赋
予了坚实的科技底气。

“目前在推广上，我们主要以茶叶清洁化加工技术、标准
化茶园建设技术、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茶园平衡施肥技
术、无性系优良品种茶苗繁育等技术为主。”余有本说，在专
家团队指导下，茶园突出生态种植，提高了茶叶品质，带动了
茶农增收。

值得一提的是，试验站选育出的陕西首个无性系茶树品种
——陕茶1号，也是全省目前唯一一个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茶
树新品种，在全省推广面积超过15万亩。

在茶农们眼中，试验站的专家们已成为当地政府的“产业
顾问”“经济参谋”，在这里，越来越多“茶科技”成为激活陕
南茶产业发展的“新密码”。

“西乡县茶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很多先进
技术的引进推广更离不开茶叶试验示范站的示范和推广。”西
乡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胡升旭说，在试验站的示范带领下，
2022年，西乡县茶叶产量1.8万吨、干毛茶产值26亿元，综合
产值35亿元，西乡种茶农户7万余户，种茶农户户均年茶叶收
入11800元。

投茶、注水、开汤、闻香，小啜一口，鲜醇的茶香在唇齿
间回荡。品尝今年的新茶，余有本露出了惬意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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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走出杨凌
看示范新闻采访团来到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安康水产
试验示范站，首席专家吉
红教授向采访团一行分享
着试验站在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背后的
生态养鱼故事。

回国追“鲟”
开启水产养殖科研路

2004 年在日本获得
博士学位的吉红，回到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从事水产
经济动物营养学及水产增
养殖学研究。2007年1月
起，他承担起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安康水产试验示范
站建设项目。

至此，吉红一直在追
着匙吻鲟跑。作为首席专
家，从汉江沿线到秦巴山
区，众多河流、水库、池
塘、稻田等可开发和利用
的水面，都留下了吉红和
团队成员的足迹。

经过调研，吉红发现
养殖匙吻鲟是安康当地发
展渔业的理想切入点，这
种鱼原产于美国密西西比
河流域，是一种以浮游生
物为食，养殖成本低，生
长速度快，还能净化水质
的优质生态鱼。

于是，他尝试人工繁育，但过程确显得
颇为艰辛。

起初，吉红引入了10万尾匙吻鲟鱼苗，
全部投入安康市石泉县，眼看鱼苗有了起
色，不料一场洪水将所有网箱全部冲毁，几
个月的心血付之东流。

随后，他们将实验点搬到了安康瀛湖，
选择定点养殖户进行了为期2年多的实验，持
续就匙吻鲟人工繁殖环节进行攻关，最终掌
据了匙吻鲟的生长规律，形成了技术规范，
通过培训、示范，将匙吻鲟的养殖技术大面
积推广，为全市渔业新增产值3000余万元，
并将匙吻鲟发展成安康生态渔业的一张名片。

科技增效 群众坐享生态“鱼”利

6月12日下午，安康市汉阴县涧池镇军
坝村水产养殖基地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
碧绿。

基地负责人陈小松是一名85后返乡创业
者，他抓起一把香喷喷的饲料向“桶”中洒
去，神情专注。这种直径3—8米不等的圆形
桶装置是一种高效、节能、环保、绿色的生
态健康养殖新技术。

这项技术是试验站于2020年在陕西省
率先将农业农村十大主推技术的“集装箱
养殖”技术引入安康的成功范本。由此，
陈小松还成为当地区域渔业的领军人物。

“我们主要进行规模化匙吻鲟、鲈鱼等
养殖，和传统的养鱼池大不相同，鱼都养
在圆形桶里，一个桶就是一个循环系统。”
陈小松介绍，与传统鱼塘养鱼相比，这种
模式可实现养殖过程零排放。

不仅如此，陈小松充分利用当地自然
资源优势，在涧池镇新华村实施“庭院经
济”生态养鱼推广，让村民们在房前屋后
实行综合立体良性生态农业生产，为本村
村民增收开创新门路。

试验站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用科技支撑
和引领产业发展。“科研工作一定要有前
瞻性，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提升鱼产
量和品质的同时，如何减少对水体的污
染，只有这样渔业才能走得更长远。”吉
红坦言。

近年来，试验站先后扶持了多家大学
生及返乡青年创办企业及合作社。

在安康恒口镇姐妹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利用试验站技术支撑建起了现代农业
园区稻鱼共养基地。“通过专家指导和技术
培训，稻鱼共养模式一亩收益可实现翻
番。”合作社负责人王凤琴说，相比传统的
大米，由于是有机富硒，市场价格是传统
大米的3倍多。

目前，在试验站示范带动下，合作社
已建成稻鱼共养示范田620余亩。

为生态“让路” 打造鱼产学研基地

针对安康市位于秦巴山区，生态环境
建设与扶贫开发任务兼具的情况，试验站
建站伊始即确定了“一条鱼，一套技术，
一个产业”的工作思路，筛选引进了无需
投饵即可养殖的名贵鱼类匙吻鲟作为重点
引种对象。

这期间，研发推广的“灯光诱饵技
术”“网箱强化培育技术”等匙吻鲟养殖新
技术，在北方地区率先突破了匙吻鲟繁殖
技术瓶颈，为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吉红说，目前试验站在安康市的汉滨
区、汉阴县、镇坪县、岚皋县、石泉县等
县区，累计年均示范推广面积14万亩，生
产水产品 2 万吨，极大填补了市场“缺
口”，特别是美国匙吻鲟的引进和推广获得
了极大成功，取得了显著成效，深得养殖
户的欢迎。

连片的圆形养鱼池 （桶） 里，鱼翔浅
底，望着眼前人工养殖的匙吻鲟，吉红心
中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心思”。下一步，他
将紧跟国家生态环境大局，在生态养殖技
术、地方优良品种开发以及汉江上游水生
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不断创新，持续开展生
态集约化养殖技术、稻田综合种养技术等
的研发推广工作，为安康市乃至全国生态

渔业高质量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新的贡献。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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