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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片 上 有 了 溃 疡 病 的 症 状 ，要
及 时 用 药 …… 实 蝇 粘 虫 板 粘 住 的 这
些都是其他蚊蝇，倒也没有发现桔小
实 蝇 …… 红 蜘 蛛 很 少 ，但 也 要 注 意
……”一个月没到永善云水四季农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水四季
公司”）生产基地，杨毅娟一进果园就忙
开了。她先是查看了各类柑橘的长势，
随后又打开诱捕害虫的器皿，查看害虫
有些什么类别，还查看了套种的红薯丛
里都有哪些作物……

杨毅娟是昭通市植保植检站农业
技术推广研究员，“兴昭人才”支持计划
金沙江流域柑橘病虫害优势绿色防控
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负责人，而云水四
季公司是昭通市植保植检站的项目示
范点。

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发展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确保农产品安
全、促进农民增收、精准对接专家资
源、提供权威技术支持等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杨毅娟于 1994 年参加
工 作 ，至 今 已 在 农 业 战 线 奋 斗 了 31
年。她长期从事病虫害检测预警、主
要农作物重大有害生物防控技术及化
学 农 药 减 量 增 效 技 术 研 究 与 推 广 运
用，先后主持实施国家级项目 7 项、省
级项目 9 项、市级项目 13 项。参与发布
行业标准 1 项、省级地方标准 1 项，主
持发布地方标准 4 项，参与出版著作 1
部，编写技术手册若干。被评为农业
农村部“先进个人”、“云南省粮食暨重
要农产品生产先进工作者”，获得过全
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中国植保协

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云南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三等奖……

作为项目示范点的云水四季公司，与
杨毅娟及其团队合作已久。早在创业初
期，杨毅娟及其团队就以“三区人才”项
目、特派员等渠道给予了云水四季公司无
私的技术支持。

云水四季公司法人罗联兵是永善
人。1995年初中毕业后，他外出闯荡，后
来机缘巧合进入某桥梁公司工作，企业改
制后回到家乡，自己组织一帮人承揽工程
做。2018年，工程项目结束，他开始考虑
转型发展。

永善柑橘种植历史悠久、品质优良、
市场认可度高，罗联兵决定投资柑橘种植
产业，于是到永兴街道马路村流转了近
300亩土地。之所以选择马路村，是因为
这里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呈阶梯形分布
的坡地特征。虽然土地面积不太多，但分
布在海拔500米到800米之间。低海拔区
域的柑橘采摘一段时间后，高海拔区域的
才刚成熟，有利于延长采摘期。

罗联兵种植的柑橘有“明日见”“甘
苹”“红美人”和沃柑等品种，这也是征询
了农技人员的意见，避开市场饱和度较高
的品种，种植市场比较欢迎的品种。这些
年来，云水四季公司每年解决了近 40 人
的就业问题。2023年开始，罗联兵的果园
逐渐挂果，2024 年采摘了 5万公斤，今年
预计能采摘8万公斤。

“以往每年要拔 4 次草，人工投入很
大，而且地表裸露，水分散发快。杨毅
娟从巧家县带来了当地的红薯苗给我
们栽种，一方面涵养了水分，另一方面
杂草也不长了，减少了人工投入。最重
要的是，增加了收入，红薯种植一年就
见效，周期短、口感好、市场认可度高，
2024 年收成了 6000 多公斤，供不应求。
尝到了甜头后，今年我们种了 30 亩，大
约能收四五万公斤。我已经购置了加
工红薯粉的设备，到时候可以把红薯加
工成红薯粉条卖，粉渣还可以作为有机
肥还地，增加土壤有机质，节省购买肥
料的钱。”说起杨毅娟的技术指导，罗联
兵非常信服。

对此，杨毅娟有她的理由，“柑橘套种
红薯可以丰富果园内的昆虫种类，为天敌
繁殖创造生存环境，有利于病虫害生态防
控、土壤保湿、果农增收”。

今年，杨毅娟从四川给罗联兵的柑
橘园引种了 110 棵龙李。龙李是我国南
方青脆李和蜂糖李育种的重大突破，肉
质细、汁液多、清脆爽口。她说：“引入
龙李种植可以增加果园的生物多样性，
这批李树没有检疫性对象，不会造成
新的病虫害，试种成功后，可以把采摘
空档期连接起来，增加收入。目前来
看，龙李的成活率、长势都很好。”这次，
罗联兵毫不犹豫选择照做 ：“听专家
的，没错！”

3 年来，杨毅娟及其团队对罗联兵
的果园进行了肥水管理的专业指导，加

大了有机肥的使用，提高了果树抗性；
增强果树通风透光，减少了病害入侵；
通过林下种植增加了果园的生物多样
性，增加了病虫天敌，为病虫天敌提供
了栖息地，从而做到自然控害，减少化
学药剂使用；指导安装杀虫灯、布设性
诱杀剂，诱杀害虫；指导使用生物农药，
减少化学残留……杨毅娟通过罗联兵
的果园示范，为附近村民提供果树修剪
及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培训。

“选择云水四季公司作为示范点，是
因为他们对专业知识非常渴求，而且急
于发展，接受新事物比较快。很多技术
问题靠农户自身确实是无法解决的，我
们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帮助云水四季
公司解决问题，周边柑橘种植户以他们
为标杆，从而促进了技术的推广。”杨毅
娟说。

“以前，我们在农药使用方面是不懂
的，哪种药能兑哪种药，不能兑哪种药，
完全不了解。杨毅娟告诉我们，农药不
能乱兑，而且要使用易于降解的生物农
药，否则果子检测农残超标，市场不买
账。现在，我们有问题就打电话求助，杨
毅娟告诉我们该用什么药我们就用什么
药，该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该用多
少就用多少。”罗联兵掏出手机，翻出几
张照片给我们看，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
物研究所对云水四季公司沃柑做的两份
检验报告，第一份检验报告涉及 222项化
学农药检测，结果均显示“未检出”。第
二份检验报告是检验甜蜜素及另一项指
标，结果仍然是“未检出”。

这意味着什么呢？杨毅娟解释说，
有了这两份检验报告，云水四季公司的
农产品就好比有了“通行证”，产品质量
都是过硬的，可以进商超、供学生食堂，
一路绿灯。

凭着品质这张最硬的“王牌”，2024
年，云水四季公司的农产品畅销市场，进
了学校，上了中小学生的餐桌，网上销售
情况也不错。在申报绿色食品认证的过
程中，也都畅通无阻，几个品种的柑橘都
成功申报为“绿色食品”，还注册了商标。

“现在，在我这里务工的 40 余名群
众，家家都跟着种柑橘。隔壁明子村的
两三家农户也跟我合作种柑橘，他们看
中的是我的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我也
毫不保留，什么时间段该用什么药，哪里
的销路好、价格好，我都告诉他们。只有
实现统一管理，产品质量才有保证，销路
才会畅通。”罗联兵说。

“大多数果农进行病虫害防治时普
遍存在对防控对象不能正确识别，防治
用药随意性大，乱用药、滥用药的现象，
而且几乎都用化学农药，严重威胁着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示范点筛选出
高效、低风险的新药剂和生物农药后，制
定了一整套绿色防控关键技术方案进行
推广。该方案可使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20%以上，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8%以下。”
杨毅娟对实施项目的目标非常清晰。

我们来到位于永兴街道明子村的永
善县华垦农林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垦农林”）时，该公司的科
技特派员姚光禄和杨毅娟工作室的成员
正在这里进行技术指导。

“华垦农林成立之初，我们就为其提
供了技术服务。为了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实现全年体验采摘乐趣，我们种植了 60
亩葡萄、70亩青脆李、40亩枇杷、20亩乌
桃、16亩草莓、70亩玛瑙樱桃、15亩车厘

子、15亩梨。后期还增加了其他水果品种
的替换种植。”

“作物多，每种病虫害表现都不一
样。比如，草莓易患灰霉病、霜霉病，而樱
桃易患大根病……这就直接导致果园病
虫害防治周期拉长，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
挑战。”

“为了做好服务，我们经常蹲点开展
工作，指导林下种草，以增加生物多样性，
拔草还田以增加土壤有机质、调节土壤酸
碱度，防止土壤板结。指导使用生物农
药、生物化肥，促进农药减量，防止残留。”

“目前，华垦农林的大部分果树都已
进入盛果期，每天都有游客来参观。他
们采摘水果、游玩、吃饭，在这里消费不
少，而且节假日生意特别火爆。明子村
作为‘千万工程’的示范点，其产业发展、
村容村貌、乡风文明等得到了全面提升，
这跟华垦农林打下的产业基础分不开。”
姚光禄于 1991 年参加工作，在农业战线
奋斗了 30 多年，有着丰富的病虫害防治
经验。

“我去内蒙古学习的时候，接触到了
这种新型的土壤调理剂，当地群众说它对
于防止土壤板结比较有效。你的草莓园
采摘效果比较好，如果改良一下大棚里板
结的土壤，一定会增加收入。你先试试效
果，我们也会配合做好使用前后土壤条件
的数据测算。假如效果好的话，我们再进
行推广。”才刚见面，杨毅娟就给华垦农林
负责人肖奇贵送上了“见面礼”。

“杨毅娟及其团队指导我们使用低
毒、高效、低残留的生物农药，表面上看，
部分好的药品好像价格要高一些，但系
统配套的化学农药减量方案，做到了精
准防控，既解决了问题，又减少了对环境
的污染，减幅可达 20%以上，技术方案很
受欢迎。”

“得益于专家的技术指导，近年来，
我们的水果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基本所
有品类都成功申报绿色产品认证，市场
认可度很高。我们的售价普遍比市场价
格高出一两元，这也体现了优品优价，毕
竟我们的水果口感是无可比拟的。”华垦
农林技术负责人肖奇富说。经过各个环
节的技术指导和实践，肖奇富逐步成长
为一名“土专家”，为公司 140 户群众提
供种植技术指导，推动实现统一生产、统
一管理。

“现在，我这个徒弟已经有了新身份，
是县级的科技特派员了，负责明子村、农
场社区两个片区的技术指导。每年有 1
万元的配套经费……”姚光禄补充说道。

如今，明子村已种植脐橙 1400亩、枇
杷 800 亩、沃柑 800 亩、白橘 800 亩，产业
的蓬勃发展为当地群众持续增收提供了
有力支撑。

杨毅娟及其团队在两个示范点开展
的工作，是实施金沙江流域柑橘病虫害优
势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的一个
缩影，也让种植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科技
帮扶。

“开展金沙江流域水果绿色生产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旨在通过 3年的努
力，掌握柑橘主要病虫害与不同寄主、生
境的相互关系，开展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
究，增强果园生物多样性，筛选出 2—3种
生物农药，2—3 种高效、低毒、低风险农
药，配套建成金沙江流域柑橘绿色防控技
术体系，同时完善实用技术的推广体系。”
杨毅娟说。

近几年，昭通市植保植检站在金沙江

流域水果病虫害防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21年，永善县双凤村种植户首次在

枇杷树上发现了新的害虫喀木虱。这种
昆虫分泌的蜜露易引起煤污病，造成枇杷
新梢抽不出来，后期果子也长不大。枇杷
是双凤村的重要产业，虽然种植面积不
大，但群众非常着急，也找不到对付这种
家伙的有效方法。

得知这一情况后，杨毅娟和其他专
家迅速开展防控实验和试用药剂控制，
很快就找到了防治药剂，并进行了技术
推广。

多年来，昭通市植保植检站工作人
员，包括杨毅娟本人组织实施或参与的
项目有很多个。这些项目的实施，解决
了农业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效
促进了昭通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实施的印度小裂棉蚜关键防
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使近 10 年来昭
通 50 余万亩苹果新植园发生为害率为
零，增加产值 4.7 亿元；实施的马铃薯晚
疫病防控技术规程，使马铃薯产量大幅
提升，实现了亩增产值 1457.26 元；实施
的柑橘实蝇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推广 22.27 亩次，挽回经济损失 19892 万
元……”杨毅娟介绍道。

至 2025 年 11 月，杨毅娟主持的“兴
昭人才”支持计划金沙江流域柑橘病虫
害优势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即
将结束。届时，一批农业技术人员将完
成系统的技术培训，近 500户果农也会得
到全面的技术指导。得益于农业技术的
推广，金沙江流域各县（市、区）果农的农
药使用技术水平将大幅提升、科技意识
将大幅增强。

把实验室建在群众果园里
——昭通市金沙江流域水果产业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记者 吕 翼 刘静涛/文 张广玉/图

采访手记：

“匠心”服务
“匠技”惠农

刘静涛

病虫害对果农的影响可以说是毁
灭性的。一旦发生病虫害，农作物的
生长发育会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导致
农产品品质下降、减产甚至绝收。广
大农技人员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他
们走进企业、农户家中，以群众的需求
为导向，竭尽所能地帮助群众增产增
收。在昭通发展高原特色产业的过程
中，广大农业专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
容忽视的，他们及时发现并控制病虫
害的蔓延，保障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和产量稳定；在他们专业的指导下，果
农采取了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减
少了农药的过度使用，提高了农产品
的安全性和市场竞争力；他们所提供
的专业化防治服务减少了农药对环境
的影响，为保护耕地资源、促进农业生
产的长期稳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尤为重要的是，经过他们的指导和服
务，农产品保持了稳定的产量和高质
量，这也意味着更高的市场价值和更
多的农民收入。

病虫害防治服务对农业生产至关
重要，广大默默无闻的农业专家值得
被更多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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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村果农采摘成熟的柑橘马路村果农采摘成熟的柑橘。。

蓝天白云下的明子村蓝天白云下的明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