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2月9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刘常俭 视觉编辑：褚林10 人物

■记者观察

培厚农业科技人才
成长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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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雪桦的人生经历与农业密不可分。他出生在农民家庭，大学学的是畜牧专业，大学毕业后

在政府机关短暂工作几年后下海经商，办了家主营禽类饲料的公司。第一次创业失败后，经历数

年蛰伏，他看好农业领域的发展前景，重新回到农业老本行。

来自唐山市路北区的巩雪桦，在2022年度“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能大赛中，荣获“大国农匠”

全国农民技能大赛创业创新类一等奖。他的获奖项目是将秸秆等农林废弃物经过处理变为改性

炭基材料，并应用到一些地方的土壤重金属修复、盐碱化治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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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度“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
能大赛获奖名单中，河北省有7人榜上有
名。他们中不乏农业科技创新的代表。

来自承德丰宁的获奖者钱晓国专注于
菊苣菊粉系列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来自唐
山市曹妃甸区的刘学会专注于工厂化水产
养殖。而新乐市的获奖者张领分研发的太
阳能双侧平移式淋灌机，实现了高效水肥
一体化节水灌溉，既提升了生产效率，又提
高了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兴，则农业农
村兴。抓实抓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
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不断迈上新台
阶，培养一大批农业科技人才是关键。

他们相信农业的未来更美好。巩雪桦
说，随着国家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相信
会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不断涌入农业
领域。

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解决新
的问题。比如，解决保基本的粮食供给“够
不够”问题，保多样保质量的“优不优”问
题，突破前沿争尖端、抢占创新制高点的

“有没有”问题等，都离不开农业科技人才
支撑。

农业呼唤更多“大国农匠”，需要社会
培厚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的“沃土”。欣慰的
是，相关支持政策正在发力。比如我省出台
农业技术推广奖励办法，对在农技推广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和项目实施奖励，并
重点向基层一线倾斜。系列政策举措调动
了农技人员积极性。

着眼未来，专家认为，要努力营造农业
科技人才成长的软环境，充分激发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在“放”上下功夫，打破一些
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把能放的权尽量放下
去，增强科研院所的自主权。在“活”上见真
章，优化项目管理模式、经费管理方式和考
核评价机制，该严的严、该松的松，让科研
人员把更多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在“用”
上求实效，围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建
立以用为本的人才作用发挥机制，重大科
研项目更多采用“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
择优委托，推行主责主业评审职称，确保用
好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优”上多
用力，建立包容创新制度，大力弘扬科学家
精神，健全农业科研诚信制度，完善科研评
价体系，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文/河北日报记者 孙 磊

巩雪桦（右一）在实验室。

变废为宝
农林废弃物成炭基土壤调理剂

“这个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可以
实现秸秆产出物全部回收，制成的炭基
生物活性肥能改良土壤，使农作物品质
更高。同时有助于解决能源短缺、环境污
染、食品安全问题，可谓‘一石三鸟’。”
2023 年元旦假期刚过，巩雪桦的公司就
迎来了前来考察的客户，他指着公司研
发的多功能自动化炭气联产装备，向客
户介绍。

在2022年度“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
能大赛中，巩雪桦荣获“大国农匠”全国
农民技能大赛创业创新类一等奖。他的
农林废弃物能源化和肥料化综合利用项
目，将秸秆等农林废弃物经过处理变为
生物质炭。

这套设备正是农林废弃物能源化和
肥料化综合利用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巩雪桦介绍，通过该设备生产的改性炭
基材料具有化学和热稳定性，可以持久
保存在土壤中不被矿化。在土壤中施加
生物炭后可以增加钾、磷、钙等元素含
量，改良土壤的酸碱度，并能提高土壤的
持水能力、养分含量和阳离子的交换
能力。

盐碱化治理、土壤重金属修复、改善
作物重茬……这个项目的应用领域十分
广泛。

在唐山市丰润区新军屯镇，巩雪桦
和团队用他们的炭基生物肥料技术解决
了这里生姜种植的“重茬”难题。

农作物连作障碍俗称“重茬”，是农
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可导致土
壤物化性质改变、病原微生物滋生繁殖，
从而使农作物质量、产量下降，甚至绝
产。新军屯镇在生姜种植中，还曾遇到土
壤重金属和药物残留量较高等问题。

以往“重茬”问题主要通过播撒药物
治理，可是大量药物的使用会影响生态
环境。

为了解决新军屯镇生姜种植的“重
茬”难题，巩雪桦和团队开展了有针对性
的研究。他们采用炭基土壤调理剂部分
取代传统化学肥料，调节土壤酸碱度和
土壤结构，增加透水性，提升保肥能力，
使土壤营养元素缓慢释放，起到了“以肥
代药”的良好效果，帮助当地从根上改善
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实现了源头零污染
的种植模式。

巩雪桦向记者介绍：“使用我们的设
备，一吨秸秆可产出200公斤至300公斤
的改性炭基材料和 180 公斤至 200 公斤
的木醋液。利用改性炭基材料和木醋液
制成的炭基土壤调理剂，主要应用于土
壤地力提升、盐碱地治理和重金属污染
土壤的修复等。”

2015 年，巩雪桦立足“炭基生产模
式”概念，在国内首创了自主研发的利用
农林废弃物制备炭基土壤修复材料进行
盐碱地及重金属污染修复的技术，带领
团队致力于炭基模式的推广和应用，用
科技不断探索农业新出路。

2018 年，他的公司与自然资源部生
态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联合建立了河北
省首个环境修复技术研发中心，成立了
河北省炭基生姜产业化联合体和唐山市

炭基大米产业化联合体，参与并主持了
“生姜连作土壤技术规程”标准的制定。
公司申请专利 69 项，授权专利 42 项，获
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证书”，承担了多
个国家、省、市项目。

同年，在第二届全国农村创业创新
项目创意大赛上，巩雪桦的项目在 62个
决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初创组全国
冠军。

同时，巩雪桦和团队又与中国工程院
对接合作，成立了唐山市首个针对土壤修
复、生物质炭基肥研发的院士工作站，在
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唐山市在污染土壤治
理、土壤环境修复技术方面的空白。

从 2021 年开始，巩雪桦和团队开始
为唐山市的盐碱地生态修复提供生物质
炭基土壤修复技术和材料，先后应用于
62公顷土地，盐碱化程度逐年降低，有机
质逐年提高，作物增产20%以上。

据介绍，他们研发的“多功能自动
化炭气联产装备”获得了工信部“科学技
术成果登记”证书，获得河北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河北省工业新产品新技术”证
书，还在黑龙江、江苏、内蒙古、甘肃等地
推广。他们的技术成果还多次走出国门，
与塔吉克斯坦、刚果（金）等国的多家公
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2020 年 4 月，巩雪桦带领团队承担
的“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河北天善分
中心利用农业废弃物制备炭基土壤修复
材料重点实验室项目”列入全国“三农”
领域补短板项目库储备项目。

几经波折
痴心不离“老本行”

1 月 5 日，在吉林磐石改性生物质
炭基材料生产基地的仓库中，摆满了装
有改性炭基材料的储藏袋。巩雪桦和同
事打开厚厚的储藏袋，仔细抽查这批产
品 的 质 量 ，完 成 出 厂 前 的 最 后 一 次
检查。

如今，巩雪桦的公司已经在全国建
立了四个这样的改性炭基材料基地，基
地中生产的改性炭基材料将被运往全国
多地，用于土壤的改造提升。

在投身到这项事业之前，巩雪桦的
创业路经历了重重困难。

1970 年，巩雪桦出生在唐山乐亭一
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95 年，他从吉林
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毕业后，
分配到乐亭县乡镇企业局工作。1999
年，巩雪桦辞掉了乡镇企业局的铁饭碗，
与几位合伙人一起，投资 80万元接手一
家改制的家禽饲料公司，开启了创业
历程。

当时，在他周围的人看来，这一举动
有些不可思议。“不少人说我傻，放着公
家饭不吃，非要去干小买卖。”说起当时
选择的缘由，巩雪桦表示，“当时赶上下
海经商潮，我出身农民家庭，学的也是农
业专业，始终觉得应该利用自身的专业
特长发展事业。”

创业之初，顺风顺水，巩雪桦的公司
没几年就从几十万元发展到近3800万元
的规模。可正当他想施展拳脚、大干一场
的时候，饲料公司在 2004 年暴发的严重
禽流感疫情中遭遇重创，只能以破产
告终。

那一段时间，巩雪桦为了生计辗转
多地，离家时身上只有1000元钱和10根
黄瓜。他做过销售、干过外贸。最窘迫的
时候，花光了身上的积蓄，只能在公园的
长椅上休息，最后通过给大货车卸货挣
了500元才租到了房子。

他回忆说：“当时一无所有了，对我
来说是个巨大打击。如何走出困境？如何
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路？那时的我很迷惘，
一路跌跌撞撞，找不到方向。”

之后几年中，巩雪桦通过对外贸易
逐渐从低谷中走出，已经有了一定经济
基 础 的 他 ，不 甘 于 只 做 倒 买 倒 卖 的
生意。

2009 年，他在做外贸的过程中结识
了俄罗斯国立石油天然气大学教授尤
里·尼卡拉耶维奇。尼卡拉耶维奇教授是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当时正在越南
购买椰子壳，巩雪桦心里嘀咕：“一位教
授为什么要买椰子壳呢？”于是便和这位
俄罗斯教授聊了起来。原来这位教授买
椰子壳是用来做成炭，治理被油泥污染
的土壤。

这立刻引起了巩雪桦的兴趣。
尼卡拉耶维奇教授对巩雪桦说，他

很早就在俄罗斯开展了重金属污染土壤
的修复研究，在他看来，这项技术未来将
在各国有广阔的前景，也包括在中国。尼
卡拉耶维奇教授的话让巩雪桦看到了一
个最佳切入点。

巩雪桦认为，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农
业发展大有可为。为此，他专程到俄罗斯
国立石油天然气大学考察相关实验项
目。他看到，在不影响作物生长的前提
下，对方通过专有的技术和材料吸附根
际土壤中的有害元素，让受尾矿污染的
土地再次产出符合食用标准的粮食作
物。这让巩雪桦大受震撼，因为他知道，
在国内有同样的需求，将来这一领域的
发展前景不容小觑。

巩雪桦对烧秸秆印象很深，尤其秋
冬季，北方农村秸秆燃烧产生的烟雾铺
天盖地，造成了严重污染。实际上，这些
秸秆通过技术手段可以转化成肥料，继
续用于种植生产。

他说，把农业废弃物如作物秸秆通
过热裂解后，产品改性，做成炭基肥和叶
面喷洒剂，代替化肥和农药，对土壤进行
综合治理，是最廉价、最实用的。

巩雪桦马上组建科研团队，并聘任
尼卡拉耶维奇教授为顾问专家，投入到
这项技术的研究中。从2009年开始，一搞
就是十年，投入全靠他做外贸获得的收
入来补贴。“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
程，不断投入却看不到回报，设备需要从
零开发，科研过程是失败多于成功。可
是，我相信这条路是对的，我坚信在黑暗
中能看到光明。”

付出终于得到回报，从2019年开始，
他们开始实现盈利。目前，公司拥有装备
制造厂、生物公司、研究院和研发中心、
线上线下销售平台等模块，资产超亿元。

创新推广
打开应用新市场

在滦州市中赵庄子村，有一个炭基
苹果生产基地。这里生产的苹果味道清
香、酸甜可口。尽管价格比普通的苹果要

高，但是仍然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当地种
植 户 的 收 入 也 较 之 前 实 现 了 较 大 的
提升。

这是中赵庄子村实施“农林废弃物
能源化和肥料化综合利用”项目后带来
的变化。

中赵庄子村的苹果之所以能卖出高
价，除了当地生态良好、土壤富硒外，原
因还包括使用了炭基土壤调理剂，减少
了化肥使用量，是纯正的绿色食品。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
更加重视，土地污染、农药污染引发了大
家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巩雪桦介绍
说，他们生产的炭基土壤调理剂对于土
壤改良、修复有效，施用这些有机肥的小
米品质更高、绿色安全，在市场上更受
欢迎。

巩雪桦带领团队在中赵庄子村整合
村里土地资源，建立了果蔬、杂粮专业合
作社和产业联合体，构建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体系，同时定期培训村民，让村民
学习专业技能，让炭基产业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抓手。他们还把村民大楼建设
成“谷地果乡产地供应链电商中心”，打
造中赵庄子村集农牧、特色、文旅产品为
一体的电商平台。

巩雪桦团队的技术不仅应用到了全
国各地，还一次次走出了国门。

位于刚果（金）国境东南部高原之上
的卢本巴希，素以有色和稀有金属矿藏
丰富而闻名，也因此成为当地最重要的
工矿城市。然而，能源不足是制约其发展
的主要原因。

2016 年，巩雪桦与团队带着成熟的
技术成果和设备来到了卢本巴希，借助
农林废弃物转化而成的生物燃气发电，
提高当地的电力供应。“当地人说，是中
国人为卢本巴希带去了光明。”巩雪
桦说。

在斯里兰卡，电力不足同样掣肘了
当地的经济发展。巩雪桦与当地渔业部
门合作，通过把生物燃气变成热源利
用，为当地的鱼产品烘干提供了解决
方案。

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2016 年夏天，巩雪桦和同事在刚果

（金）提供农林废弃物的资源化服务时，
当地武装力量之间发生冲突。他们被困
在山谷一个多月，其间只能靠饮用河水
和采摘野果果腹。

但巩雪桦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说，
未来要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建设 10个项
目基地。“生物能源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在
装备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加大与亚非‘一
带一路’参与国家的合作力度，实现互利
共赢。”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巩雪桦（左
一）在 种 植 基 地
现场。

◀巩雪桦（左三）在
土壤检测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