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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

“他手把手向俺们传授农业技术，
一干就是半天，一点没有专家的架子。”
这是农民眼中的乔玉强。

“皮肤晒得黝黑，整天乐呵呵的，在
办公室坐不住，喜欢往田里跑，和科技
帮扶对象聊起科学种田来滔滔不绝，就
差把自己的办公桌搬到农民的庄稼地
里了。”这是同事眼中的乔玉强。

“他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外出差，把
大部分时间留给了试验田，留给了需要
农业科技的农民兄弟。”这是家人眼中
的乔玉强。

骄阳似火，酷热难耐。8月17日，
对口联系种粮大户徐淙祥的省农科院
作物所科技特派员乔玉强博士，再次来
到太和县旧县镇张槐村查看大豆、玉米
苗情。天气闷热，不一会汗水就湿透了
衣衫，但乔玉强毫不在意，对他来说，这
种工作场景再平常不过了。

帮助农民兄弟多种粮种好粮

科技特派员就是“架桥人”

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阜阳
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淙祥回信，勉励
他带动大伙“多种粮、种好粮”。消息
传出，作为太和县淙祥现代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定点帮扶科技特派员，乔
玉强难掩激动的心情，“2011年我被
派往太和县对接服务‘淙祥合作社’，
至今已有10多个年头了。总书记的
重要回信，也给了我们农业科研工作
者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农业要发展，农民要致富，离不开
科技的支撑。“农业科技真正落地转化
为生产力，必须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
公里’，在农业科技和农民之间架起一
道桥梁，科技特派员就是‘架桥人’。”
谈起自己的工作，乔玉强这样总结。

10多年来，乔玉强和其所在的省
农科院小麦栽培与耕作团队，协助太
和县淙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成
功申报各类农科项目10余项，项目实
施过程中既提高了合作社种植水平，
也推动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今年的小麦大丰收！”说起今年
的麦收，淙祥合作社农户徐建喜上眉
梢。近年来，乔玉强积极发挥“架桥
人”作用，在合作社推广作物所研发的
新品种皖垦麦22、荃麦725等，并结合
优良品种筛选和科学栽培技术，极大
地提高了合作社的粮食产量。今年，
皖垦麦22的亩产超过800公斤。合
作社年单位面积收益较附近一般农户
高了20%以上。

“我们一有技术上的问题，首先想
到的就是找乔博士商量对策。”合作社
的第三代传承人徐旭东说。

刚加入合作社时，农户们对于小
麦药剂拌种、控制播量、氮素后移等技
术难以接受。乔玉强通过开展小面积
对比试验，让大家看到了技术带来的
显著变化，他们开始主动要求学习新
技术。从小面积试验到大面积集成示
范，乔玉强一直躬身实践，在生产关键
期到田间地头现场指导。他还积极开
展专项指导培训，为当地培养了一批
种田能手和技术骨干。

精准科技帮扶赢得农民好口碑

“在乔玉强等省农科院专家的技
术指导下，农场多次刷新安徽省小麦
高产纪录。”这是涡阳县楚店镇后水波
村张林森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林森
对乔玉强及其所在专家团队辛勤付出
的由衷赞誉。

近年来，乔玉强和团队长期对接
服务太和、涡阳、蒙城、濉溪等小麦主
产县（区）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其
中，涡阳县楚店镇后水波村张林森种
植家庭农场高产田块在连续3年小麦
亩产突破800公斤的基础上，今年更
是创造了亩产913.18公斤的高产纪
录。

乔玉强和团队还在全省各粮食主
产县（区）设立固定试验示范基地9
个，创新优化粮食生产技术推广模式，
在基地设置新技术试验区、新装备展
示区、高产高效技术集成示范区，最大
限度地发挥科技引领作用。从试验区
到示范区，他们持续不断为农民送去

“科技良方”，推动科技成果落地生根，
为粮食生产带来新理念和新动能。

针对目前农业技术成果推广转化
率和到位率低的问题，2021年，省农

科院作物研究所、省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阜阳市颍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和安徽金土地农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
四方联动协作，建立了以“提高技术转
化率和技术到位率、切实推进‘两强一
增’”为主要目标的安徽颍州农业社会
化服务科技创新基地。乔玉强频繁奔
走于合肥与阜阳之间，参与基地的科
技服务工作。

“乔博士他们带来的新型播种机、
专用肥料及施肥技术，改变了传统的
粮食种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
率。”“他比我们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民
都能吃苦，不怕累不怕晒，到田里指导
技术，一蹲就是半天。”“我们没啥文
化，那些专业性的东西也听不懂，他就
想办法用我们能听懂的方式一遍遍地
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乔玉强
用自己长年累月、不辞辛劳的科技帮
扶，赢得了农民兄弟的好口碑。

“从事农业科技工作，是我
一生的幸运”

“从事农业科技工作，是我一生的
幸运。”乔玉强表示。从2008年来到
安徽省农科院工作开始，“敬农、爱农、
惟实、惟新”的八字院训便深深地烙印
在他心中。

10多年来，作为安徽省小麦产业
体系栽培岗位专家，乔玉强扎根基层、
服务“三农”，一方面深入基地，向农民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指导农民施肥耕
种；另一方面，自己下田试验示范，真
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田野上，把成
果转化在基地里，让笑容绽放在更多
农民的脸上。

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地域差异，

对此，乔玉强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在合
作社开展优良品种筛选、肥水高效利
用等专题技术研究与示范，成功地总
结出一系列适合淮北地区自然条件的
粮食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推动解决太
和县粮食生产的瓶颈问题。他还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指导耕种，用丰富的实
践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去解决农民
提出的各种问题，让晦涩难懂的科技
术语“听得懂、传得开、立得住”。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合作社流转土
地效用，他和所在团队通过区域功能
划分，将土地分为新技术试验区、高产
高效展示区、高产高效示范区，极大地
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如今，合作
社耕地面积已扩大到1200多亩，沟渠
路桥井等田间基础设施基本齐备，良
种覆盖率100%、农机作业率100%、
科技贡献率75%以上，先后荣获“全国
农牧渔业丰收奖”和省、市、县科技进
步奖及“科技兴农突出贡献奖”。乔玉
强也被授予“阜阳市优秀科技特派员”
称号。

“下一步，我将依托团队在太和
县、泗县、颍上县组建的科技特派团，
服务更多经营主体，延长小麦产业链，
运用现代农业科技带领广大农户多种
粮、种好粮，提高种粮效益，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乔玉强说。

原载于 2022 年8 月18 日《安徽日
报》

安徽日报记者汪永安

——记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科技特派员乔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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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玉强（右）在指导“淙祥合作社”大豆生产 徐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