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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婆家从孩子小时候起就种植黄皮果蔗，种植新会柑已经是第五代人了。进入农业行业是因为2010年看到新
会黄皮果蔗价格低廉，还经常滞销，但农民束手无策，我内心深受触动，决定和先生回到双水镇做点什么……”昨日，广
东省乡土专家聂红梅告诉记者。聂红梅2020年首次获评“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去年经复评后近期再次获评，她认为，
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她激励自己在推动农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道路上继续深耕。

聂红梅专注于黄皮果蔗和新会柑
的种植、农产品营销以及土壤修复领
域，是江门市小小疆土农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新会区水润果蔗专业合作
社社长助理。

聂红梅是山东人，丈夫是新会人，
14年前，她跟随丈夫到新会创业。当
时，看到农产品屡陷滞销的困境，夫妻
二人决定先广泛寻找客户，打破信息
茧房，逐步开拓果蔗市场。在此期间，
聂红梅和丈夫仔细查阅甘蔗种植资
料，向行内专家和教授请教，还不断在
田间地头实践探索。慢慢的，他们逐
渐掌握了种植甘蔗、新会柑的关键技
术，在病虫害防治、土壤改良等方面积
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擅长绿色高品质
果蔗、新会柑的种植。与此同时，他们
加大电商渠道的投入力度，通过拍摄
短视频、直播等，扩大销售渠道。

“我们合作社有约 133.33 公顷
（2000亩）果蔗、6.67公顷（100亩）新
会柑，主要集中在双水镇东北村、桥美
村、鱼冲村、基背村、嘉寮村附近，目前
有社员109人，都是种植果蔗和新会
柑。”聂红梅介绍，公司主要负责开拓
市场、产品初加工和品牌打造，合作社
则专注于种植示范、服务社员与农户，
各有侧重，但主要目标都是与农户实
现抱团发展。

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讲，聂红梅
认为，乡土专家要引领农业产业
升级，探索绿色可持续发展路
径。一方面，要保障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通过科学的土壤
修复手段，避免化肥农药

的过度使用；另一方面，要拓展农产品
销售渠道，帮助农民把高品质的农产
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带动农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就拿黄皮果蔗和新会柑来说，过
去，很多农民的种植方式不够科学，导
致产量和品质提升受限。合作社想要
做的，就是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在
果蔗的种植上，合作社和公司大力宣
传‘少用肥，用好肥，少用药，多用物理
防治’的种植理念，建议农户多选用高
效微生物菌剂、长效复合肥、多元素液
肥，推广‘安全环保，科学种植’生态种
植新技术。在新会柑的种植上，更要
注重地块的选择和种植方法，可选择
咸淡水交汇处优质地块，种植过程中
施用深海鱼蛋白养根、微生物菌
肥活化土壤，最好自己发酵
有机肥，搭配叶面级别
品质的液肥。”聂红
梅说。

“ 这 样
种 出 来

的新会柑品质大幅提升，果香更浓郁，
晒干后的果皮香味四溢，顾客回头率
特别高。”聂红梅将探索出的生态种植
技术与合作社社员积极分享，让更多
农户能切实受益。

而果蔗通过采用生态种植新技
术，口感更清甜、肉质更脆嫩，市场反
响也很好，有一些客户专门指定选购
新会区水润果蔗专业合作社的果蔗。
在土壤修复方面，新会区水润果蔗专
业合作社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改善
后的土壤让作物生长得更加健康茁
壮，为果蔗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正值初夏，王蒙穿梭在田间
地头。王蒙主要负责水稻、玉米
等新品种的选育、比较试验及示
范推广。她深知，只有深入田间，
才能真正了解农民的需求，才能
精准把握农业发展的脉搏。她常
说：“我的工作要经常跟农户打交
道，要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通过
田间地头的实践，感受农业的痛
点和难点，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

刚进公司，王蒙便参与了水
稻新品种的研发工作。“市面上的
大部分水稻品种要么是产量型，

要么是品质型，我们想
通过水稻杂交

进 行

表征试验，选育既能保证产量，又
品质不错的品种。”王蒙说。然
而，水稻育种并非易事，不同水稻
亲本之间的相互杂交会产生多种
组合的品种，王蒙需要在试验田
里挑选出相对优质的稻株，再进
行下一步的自交、杂交等工作。
这不仅需要收集大量稻株的完整
生长期数据，还要在水稻成熟后
回收谷粒，在实验室中分析其丰
产要素等各类指标，是一项繁琐
且考验耐心的工作。

为了选育出优质的水稻品种，
王蒙常常在稻田里一待就是几个
小时。头顶烈日，脚踩泥水，即使
有蚊虫叮咬，但她都全身心投入，
乐此不疲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品
种选育、观察记录和比较分析。经
过3年的不懈努力，王蒙和团队

终于筛选出最优的组合，水
稻新品种“Y两优098”

诞生，品质达到国
家二级标准，经

广东省农作
物 品 种

审 定
委

员会审定通过，目前已经在市场上
推广种植。“与其他品种相比，这个
新品种产量比较稳定，抗病性、抗
倒伏性和适应性都不错。能够看
到自己的努力成果落地转化，是一
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王蒙感
慨地说。

多年来，王蒙一直坚守农业科
研一线，辗转于实验室和农田之
间，为中国农业增添“中国芯”而不
懈努力。她参与了多项重点科研
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作为项目第
一完成人，获得多个省、市级农业
技术推广奖、科技奖，发表专业论
文、企业联盟标准10多篇，研发的
新品种已有4个通过省级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实现产业
化。

在种业领域深耕多年，王蒙深
知其中的挑战重重。“培育出一个
具有突破性优良性状的作物品种，
是从0到1的过程，需要付出大量
的时间、人力、物力、资金，需要坚
定的信念，需要坚守。”王蒙说，自
己从未退缩。

在谈到如何更好地将研发的
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给农民时，王
蒙表示：“我们充分利用与基层农
业技术推广站、推广中心的合作关
系，通过建立示范展示基地、技术
培训指导、做好媒体宣传、发放技
术资料等措施，进行品种展示和
配套技术推广，以‘看禾选种’
的方式，让农民看到、选到心
仪的好品种。”

在广袤的葵乡田野上，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怀揣着对农业的炽热情怀，在科研道路上默默耕耘，为农
业现代化贡献力量，她便是广东天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农艺师、“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王蒙。

从事龟鳖养殖10多年，莫立觉秉
承生态养殖理念，刻苦钻研科学养殖
技术，提高育苗的孵化率和成活率。
通过加强疫病预防与控制，实施种养
结合的方式，提高龟的产量及质量。
如今，江门市金龟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养殖品种丰富多样，除了石金钱龟，
还有金钱龟、黄缘闭盒龟、白化黄金
龟、白化鳄龟、蛋龟等，年均出苗量约
5万只。

走进企业的养殖场，在户外区域
中，数十个水泥砌成的龟池干净整齐，
不少乌龟正在晒壳，它们种类繁多，一
听到声响，就翻进水中，十分可爱。“这
个区域养的都是种龟。”莫立觉穿梭于
养殖池间，不时蹲下身子仔细查看龟
的生长状态，还不时伸手触摸龟背，观
察龟的反应，“每一只龟的品相、习性
都不同，我们会有针对性地选择品种
进行繁育，不断提高龟苗的质量。”

极端天气、环境变化、市场低迷
……养龟的十多年间，莫立觉遇到过
不少困难。面对难题，他赴华南农业
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取经，多次走访外
省大型养殖户，不断改进养殖模式。
同时，他凭借着敏锐的市场触觉，精准
捕捉年轻消费群体对观赏龟的旺盛需
求，2020年开始，积极带动养殖户调
整赛道，从传统品种养殖转向以观赏
品种为主导的养殖模式，拉动养殖户
经济效益增长50%。“我从品种方面帮
助养殖户做选择，协助他们解决繁育
问题，还帮助他们做好市场对接、价格
对接等方面的工作。”莫立觉说。

除养殖模式上的大胆创新，莫立
觉在孵化技术方面也积极探索。经过
长时间的钻研和经验总结，他探索出
无介质水孵法，在同一容积下，单盒龟
蛋孵化量从100只跃升至500只。

凭借在龟鳖养殖领域的突出贡

献，莫立觉获评多个专业职称，担任多
个行业协会重要职务，获得了不少荣
誉。他创建的龟鳖养殖场更是被评为
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江门市
级“示范家庭农场”“水产良种场”，是全
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
项目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广东省“一村
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建设单位。

同时，在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引导
下，莫立觉积极发挥行业带头人的作
用，通过邀请龟鳖养殖户参观龟场、协
助农业部门开展农技推广活动、免费
举办培训等，助力龟鳖养殖业发展。

“新会对行业的扶持力度越来越
大，不仅为养殖户送技术，更送资源。”
莫立觉细数着政府举办的各类龟类生
态健康养殖技术培训，并掏出今年办
下来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拥有
资质后，我们就能更好地开展龟鳖育
种工作。”

5月，江门市金龟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场中的乌龟开
始进入繁殖期。“种质资源是种业的‘芯片’，这段时间里，要多关注
龟的变化。”江门市金龟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莫立觉一边说着话，
一边调出环境数据信息可视化系统，仔细观察龟的生长情况。莫立觉于2008
年开始养龟，2015年在圭峰山脚建立养殖场，专注黄喉拟水龟（石金钱龟）生态健
康养殖，2020年被认定为“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今年通过复评。

新会陈皮既是“一两陈皮一两
金”的珍贵药材，也是串联起华侨
乡愁的文化符号。在刘雪菲眼中，
新会陈皮更像是一块未被完全破
译的“千年瑰宝”。“在国外留学的
时间里，我接触了不少来自五邑地
区的华人华侨，他们更希望通过日
常的食疗茶饮或改善自己的生活
方式来调养身心，更加偏爱药食同
源的产品，对新会陈皮更有一种独
特、浓厚的情怀。这让我感受到，
新会陈皮不仅是一样简单的物品，
而是勾起味蕾的乡愁，可以串联起
跨越山海的文化纽带。”刘雪菲说。

博士毕业后，刘雪菲毅然选择
回到家乡新会，投身新会陈皮产
业。刘雪菲表示：“我自小就在陈
皮的甘香中长大，爸爸刘明忠是新

会陈皮炮制技艺区级非遗传承人，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陈皮人
对新会陈皮的热爱。回国后，我花
了很长一段时间深入了解行业的
发展动向，深挖新会柑种植、新会
陈皮陈化仓储的创新性以及产业
链延伸的可能性。”

“从新会柑皮到新会陈皮，陈
化仓储是一个比较耗时耗力的环
节。我们在这一环节融入‘无人智
慧仓’理念，利用5G物联网，实现
新会陈皮仓储智能化、现代化、高
效化。”在刘雪菲及其团队的努力
下，如今，亚太陈皮产业园·智能仓
储服务中心探索出“分仓陈化+智
能养护”模式，智能机械人负责搬
运、翻晒、出库等工作，节省人力成
本和时间成本，还提高标准化仓储

的效率与品质。
此外，刘雪菲还重视新会陈皮

产品的道地性。“在亚太陈皮产业
园内，每筐新会陈皮都有专属的

‘身份证’，我们做到从生产计划、
采摘、加工、仓储、出库到销售各环
节做到全程有迹可循，一码查询，
保证100%真新会陈皮、100%真年
份、100%真产区。”刘雪菲表示。

此外，刘雪菲还积极探索新会
陈皮加工领域的更多可能性。“陈
皮可以与很多产品进行融合，比如
陈皮啤酒、陈皮奶、陈皮零食等，
都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产品方向。”
刘雪菲认为，随着越来越多“新农
人”的加入，新会陈皮产业将会得
到蓬勃发展，新会陈皮必将四海
飘香。

在三江镇的亚太陈皮产业园内，阳光透过茶枝柑的枝叶洒在刘雪菲身上，这位“广东省农村
乡土专家”正俯身观察青果的油胞分布情况。两年前，她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实验室里与各种药品

“打交道”，如今，她已成为广东亚太陈皮产业园总经理，用乡土情怀守护这片承载着千年智慧的陈皮。

海归博士投身家乡陈皮事业

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农村产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农村产
业而聚。近年来，新会区通过政策扶持与实践创新，在乡土专家培育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全区依托“葵乡人才十条”政策，落实“人才倍增”工程五年行动
方案，重点扶持农业农村技术人才和乡土专家，积极开展农业人才培育，壮大
农业人才队伍。2022年至今，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审核认定新会区“广东省
农村乡土专家”共136名，覆盖种植、养殖、加工等领域。其中，2020-2021

年复审认定通过的乡土专家41名，2022年审核认定的乡土专家51名，
2024年审核认定的乡土专家44名。

如今，这些“土专家”“田秀才”凭借自身所长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与乡村振
兴，在葵乡每一寸土地上发光发热，为新会区推进“百千万工程”增彩。接下
来，本报聚焦陈皮、果蔗、龟鳖养殖、水稻育种等领域的四位专家人才，听听他
们扎根农业一线的故事。

葵乡沃土育出“土专家”“田秀才”
为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添智

推广先进种植技术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聂红梅

俯身下地培育“中国芯”

“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王蒙

大胆创新养殖模式
积极探索孵化技术

“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
莫立觉

“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刘雪菲

★图说

① ②

③ ④

①果蔗迎来丰收，聂红
梅在蔗田里收甘蔗。

②王蒙主要负责水稻、玉米的
新品种选育、比较试验及示范
推广工作。

③莫立觉仔细观察种龟的生长情况。

④刘雪菲不断探索新会柑种植、新会陈皮陈
化仓储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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