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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麦入疆
上海科技带来“赚钱种子”

上午 11 时 ， 莎车县恰热克镇

阿瓦提村藜麦示范种植基地 ， 刺眼

的阳光让 85 后实验师曾爱几乎睁

不开眼 。

来自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

研究中心的他， 一年前从黄浦江边来

到叶尔羌河畔 ， 就此扎根 。 草帽之

下， 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沙土色的

汗渍在脸庞上留下多道印痕。

“艾散， 停下， 快停下！” 曾爱

焦急地呼喊， 一边做着暂停的手势，

一边努力向前奔跑。

这是一片刚平整不久的田地， 之

前春播时的藜麦已收割完毕， 如今正

准备夏播。 这块地土质极为松软， 每

发力一次， 都会踩出一个没过脚面的

小坑， 在身后卷起一片飞尘。

36 岁的艾散是基地聘请的种植

工人， 也是首批种植藜麦的农户， 去

年就来此跟着曾爱边种边学， 技术熟

练度较高， 成了曾爱的得力帮手。 由

于沙土含水量极小， 在播种时， 铺设

滴灌带的工作必须跟上， 确保种子能

尽快 “饮水”。 他并未注意， 在铺设

过程中， 身后的滴灌带出现了倾斜，

被眼尖的曾爱一眼发现。

与小麦、 棉花相比， 藜麦种植技

术相对粗放， 可曾爱还是在每个节点

上都规定得严格 、 细致 。 虽然喀什

地区气候特点与藜麦原产地极为相

似 ， 但从理论到田间地头还得迈过

一个大坎。

更重要的在于 ， 喀什农民从未

见过藜麦 。 艾散还记得 ，去年村民们

听说要在田里试种藜麦时 ， 一时都

有点蒙 ：“藜麦 ？ 没听说过 。 怎么种 ？

能卖得出去吗 ？ 收益会比小麦 、棉花

好吗 ？ ”

近年来， 上海援疆为喀什发展带

来了巨变。 这让艾散相信， 跟着上海

的项目干一定靠谱！ 于是， 第一颗藜

麦种子播撒在了艾散家的地里， 艾散

也主动加入种植队伍。 起初， 艾散的

想法还很简单： 除了养羊， 种小麦、

棉花， 家里又多了土地租金和工资收

入， 荷包更鼓了。

太阳升得越来越高， 曾爱的嗓子

也变得越来越沙哑， 他的 “纠错” 几

乎没停过， 连水都顾不上喝。 “艾散，

播种深度 3 厘米就够了。 你们这都快 5

厘米了， 太深了。” 他说。

“就差 2 厘米 ， 差不多就行了 。”

艾散乐呵呵地回答。

“绝对不行， 藜麦种子小， 是双子

叶植物， 顶土能力比小麦差很多， 多 2

厘米苗就出不来了 。 还有这行距太密

了， 以后苗长出来也要倒伏。” 曾爱嗓

门突然拉大。 他较真的原因在于， 藜麦

援疆要留下一份为当地量身定做的栽培

技术， 更要为当地留下一批带不走的农

业技术人才。

相处久了， 艾散也开始明白曾爱的

苦衷。 面对严格的要求， 他应改尽改，

符合要求后还会和曾爱开玩笑。“我那上

小学的女儿之前跟着老师一起去过上

海，回来就说上海好，上海人好。”艾散告

诉记者，“她跟我说上海人长得俊，我根

本想不到上海也有一批皮肤黝黑的科

研人员 ，愿意来喀什的农田 ，几个月都

不回家，我佩服他们，也谢谢他们。 ”

爱下田， 甘愿被晒黑， 在实践中解

决问题， 这是上海科技人一直坚持的宝

贵品质。

艾散的内心， 已经不满足于一年前

仅靠 “土地租金和工资收入” 增收的愿

景 ， 而是期待着 “以后要在自家劳动

（种） 藜麦， 带动邻居们一起劳动藜麦，

藜麦， 亚克西！”

上海援建喀什的十年， 也是艾散家

变化最大的十年。 他住上了新房， 门口

石子路变成水泥路， 三个孩子都在镇里

上了学， 收入水涨船高， “我家里有一

亩宅基地， 羊圈里养了 20 多头羊， 再

加上种小麦、 棉花， 从 2017 年起， 人

均年收入就超过了一万元。”

去年来到基地工作后， 艾散又头一

回办了银行卡， 家里开始有积蓄。 他小

声地告诉记者 ： “卡里已经有三万多

啦！” 他 3 年前买的电瓶车就停在不远

处， 如今他想给自己换辆新的， 给妻子

也添置一辆。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种棉花，

一亩地的收入有 1000 多元 ； 种藜麦 ，

刚收割的这块地亩产有 250 公斤， 以最

低收购价 10 元/公斤计算， 以后一亩地

收入至少 2500 元。”

科技援疆，藜麦只是一个缩影
“藜麦有着高营养与高附加值，

契合粮食生产的供给侧改革。 种植藜

麦可以改变较为单一的种植结构，它

的耐逆性将为更多贫困地区带来全

新的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 ”曾

爱说。

藜麦项目旨在将莎车县藜麦种植

基地打造成“高端人才+科技创新+精

准扶贫”的示范点，培育高科技含量的

新疆特色藜麦品牌和优势产业， 利用

上海在食品加工和市场拓展方面的比

较优势，提高藜麦产品附加值，打造完

整产业链，实现精准长效的科技扶贫，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

小小藜麦， 只是上海科技援疆历

程的一个缩影。

科技援疆， 一直在浦江叶河间承

载着携手同心的情感和使命。 2010 年

以来， 上海市科技系统围绕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战略目标和对口支援新疆喀

什的工作部署， 一直致力于以科学技

术带动喀什地区产业升级转型， 聚焦

精准扶贫。

上海市科委介绍，多年来，上海以

需求为导向， 建立科技援疆常态化机

制；以项目为牵引，破解发展中痛点难点

问题；夯实创新基础，推动和构建科技服

务平台；打造交流平台，拓宽合作渠道丰

富合作内涵；培养科技人才，从“外援式”

走向“内生式”。

近年来，上海先后选派 10 余名科技

干部，深入援疆一线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同时， 针对新疆科技管理干部和科研高

端人才匮乏的实际需求，通过“请过来、

送回去”， 先后为新疆举办各类培训班

64 期，培养学员 3990 人次，为新疆的跨

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人才和

智力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 越来越多像曾爱一

样的上海科技人，来到一线，在脱贫攻坚

的火热实践中锤炼党性、磨炼意志、砥砺

品格。 他们远离上海、远离家人，将奉献

之心与当地干群的赤诚之心连在一起。

“未来，特别是在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后，产业兴旺将是乡村振兴的重点。

上海科技将进一步带动喀什地区产业转

型升级， 为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 ， 助推喀什地区走向全面小

康。”上海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

侯继军认为，科技援疆，大有可为。

产业布局
“上海理念”引领藜麦深加工
不到十平方米的彩钢棚内越来越热

闹， 同样来此考察的浦东企业闽龙达旗

下 “小蜂农业” 负责人郑金龙也加入了

“群聊”。

此次莎车之行， 他不仅来考察藜麦

种植项目， 还为小蜂二期项目的正式运

营做准备。 该项目占地面积 5600 平方

米，主要用于藜麦的初加工和深加工。目

前，在莎车分指的协调推动下，二期厂房

如期完成装修，加工设备即将安装完毕。

从理论上看， 推广藜麦可以利用边

际土地，保障粮食安全；附加值高，适用

于精准扶贫； 帮助解决新疆饲草不足的

问题；发展节水农业，保护生态安全；全

营养助力“健康中国”等。 这一切都要以

藜麦“种得好”“销得旺”为前提，栽培成

功后，如果销路打不开，之前的所有设想

都会成为空谈。

对此， 上海第十批援疆干部未雨绸

缪。今年 3 月，上海援疆前指总指挥侯继

军、 副总指挥张斌专门召开藜麦项目研

究会议， 听取逆境中心专家关于藜麦项

目汇报，指出对于藜麦产业发展，要重视

深加工产品，特别是开发休闲食品，藜麦

提取物等。

莎车县委副书记、 莎车分指指挥长

陈剑告诉记者， 莎车分指今年将全力推

进藜麦加工产业发展， 在浦东新区的支

持下， 引进闽龙达公司积极研发藜麦系

列产品，预计近期将正式生产。

“只有发展产品的深加工，才能提高

附加值，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变‘产品’

为‘商品’，投入到上海的大市场，提高带

贫增收能力。 ”陈剑说。

小蜂农业此次也是头一回参与藜麦

产品的加工研发。 “通过前期的样品试

产，我们发现藜麦的皂苷，也就是外种皮

会影响产品的口感。 因此，与核桃、巴旦

木等加工设备只需‘去壳’不同，藜麦加

工设备必须实现‘去壳除芯’，将果壳和

皂苷同时剔除。 ”郑金龙说。

相关研究表明， 藜麦籽粒营养均衡

全面，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等营养

成分的比例符合成年人基本营养所需，

它的全营养、高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等

特性也非常适合都市人群食用。

据此， 小蜂农业将藜麦产品的目标

消费群体定位于都市的中高端人群，拟

开发代餐粉、能量棒等深加工产品。

过去， 藜麦的营养分析数据主要来

自于国际科研机构， 如今在上海科技力

量的支持下， 全面的新疆藜麦理化分析

正在开展， 未来将明确地让消费者知晓

“藜麦到底好在哪里”。

“深加工是一个技术活，发展深加工

的另一个意义在于， 为当地培育一支带

不走的技术人才队伍。 ”郑金龙表示，上

海援喀的十年， 也是闽龙达拓展喀什业

务的十年，如今，多年培养的不少本土人

才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 。 今年复工之

初，正是车间主任买买提率领清一色的

本土技术工人独立完成了百万元级的

加急订单。

北京时间 21 时 30 分， 正是新疆的

傍晚，忙碌了一天的曾爱准备收拾行装。

一抬头， 他发现昆仑山远处浓厚的乌云

渐渐遮挡住落日余晖。今年，莎车的降水

要比往年更多。 他立马叫上同事们，迅

速地为晾晒的藜麦种子盖上遮雨布。 等

着雨停才回到莎车县城 ， 到住处已接

近 24 时 。

“来的时候，我想的是高效生产出安

全、优质的粮食，让农业生产者有更多的

获得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接触了众

多脱贫一线的干部群众， 对他们产生了

由衷的敬意。 ”一年后，曾爱对脱贫攻坚

事业有了更深的领悟，“我个人所追寻的

初心明白无误地找到了着落点”。

试种之初
“上海娘家”全力解决后顾之忧

随着大型收割机的驶入， 曾爱和

同事们又开始为另一片头茬藜麦田的

收割紧张准备。藜麦果实具有落粒性，

成熟后容易“破壳而出”，因此必须加

紧收割。

“即将收割的是新藜 1 号，测产时

亩产有望突破 300 公斤/亩。 ”曾爱介

绍，去年项目组选取了全世界 1200 多

份藜麦材料进行栽培， 并从中筛选出

40 多份更具本地应用潜力的材料，其

中包括适应性强、 抗逆性强、 丰产性

好、 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 2 个藜麦品

种（新藜 1 号、新藜 2 号）作为喀什地

区种植推广的主要品种。

相对其他材料而言， 新藜 1 号生

育期短 ， 3 月份播种 ， 在 40 摄氏度

高温来临前便可收获， 其皂苷含量低

属 “甜藜”， 无需水洗加工， 籽粒大

而白， 适合产业需求。 新藜 2 号虽然

生育期没那么短， 但它株形矮， 耐穗

发芽， 产量更高。

曾爱指着新藜 1 号“身上”的白色

结晶说：“你看， 这就是藜麦通过叶片

盐腺将盐碱吸收并排出体外的表现。”

摸一下，还有滑溜溜的感觉。

在南疆的土地上， 藜麦的耐逆性

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耐盐碱，藜麦耐

旱，吸水、保水能力强，水资源利用效

率高；耐风沙，茎秆半木质化，较难被

吹折吹伤；耐低温，在小麦、棉花其他

本地作物不可能结实的 10 月甚至 11

月也可成熟，因此才可以种两季。

由于藜麦籽粒小，容重轻，曾爱反

复调试进风量，防止果实“飘”出。这一

切， 都是从去年的首次试种中学到的

经验。

万事开头难。 在试验田边的彩钢

棚内歇脚时， 曾爱向记者回忆了去年

项目组创业时跨越的种种坎坷，“去年

刚来时，连彩钢棚都没有，后来实在受

不了炙烤，就搭了一块塑料篷布遮阳，

里面还是和蒸笼一样。 ”

历经多次实地考察，“耐逆农作物

高产优质育种及示范种植研究” 项目

于 2018 年确定 ，2019 年开启 900 亩

的小范围试种。 同年 3 月 12 日，植树

节当天， 曾爱告别妻子和不到 3 岁的

女儿，和同事们来到莎车。

位于阿瓦提村的试验田没有一丝绿

意。 这让他有点“慌”，“土地以弃耕地为

主，均为二类地、三类地，可谓只见黄沙

不见‘土’，根本没有任何营养可言。 ”

即便是具有超强耐逆性的藜麦，若

是不加任何“呵护”，特别是藜麦一生中

最脆弱的苗期，也难逃厄运。

果不其然，首次试播“覆灭”了不少。

结束机械调试工作的 70 后实验师

王宏伟也来到彩钢棚内暂歇。 他是新疆

土生土长的种植专家， 去年加入项目团

队参与藜麦的试种。 谈及试种之初的艰

辛，王宏伟先向记者开起了曾爱的玩笑：

“他比去年白多了啊！ ”

的确， 去年太难了！ 土地条件不理

想，语言沟通又存在困难，配套上更是没

有水、没有电、没有渠、没有机械。极端困

难条件下， 曾爱在种子复播后索性放弃

了住宾馆的念头， 吃住都在试验田旁边

的村委会。 10 平方米的房间内，只有一

张床和一个电灯泡，由于当地限时供水，

有时候甚至都无法洗澡。 他边观察藜麦

苗生长情况，边摸索栽培方法，手把手地

向农户们传授经验。

上海援疆前指、上海市科技两委、中

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的

“娘家人”也给予了全力支持。“在莎车分

指和当地县委县政府的推动下，防风网、

防护栏、 给水沟渠及管理用房在一个月

内建设完毕，这真是帮了大忙。藜麦生长

从此没了后顾之忧。 ”曾爱说。

在王宏伟看来， 试种的目的在于确

定合适的材料和栽培方法，每一次试错，

都证明了某种材料或者某种条件不适合

南疆土地， 相当于为未来之路消除了一

条岔道。

如今，这条路正变得愈发笔直、愈发

光明。

去年 8 月， 藜麦迎来收割期， 小面

积测产达到亩产 210 公斤， 这不仅是南

疆盐碱地上的初次引种实验， 也是我国

首次实现藜麦的两季种植。 今年， 在种

质材料进一步筛选、 栽培技术进一步改

造的同时， 藜麦春播扩展至疆内 12 个

县市， 30 余个种植点， 面积达到 9600

亩。 项目组的目标是， 3 年内藜麦种植

面积扩大到 20 万亩以上 ， 5 年内亩产

提高至 500 公斤。

记者手记

浦江叶河浇灌一颗藜麦的种子
上海科技在喀什大地上发芽生长

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奚伟浩

藜麦， 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 耐盐碱、 耐贫瘠、 耐旱、

耐冷， 古印加人民称其为 “粮食之母”， 有 5000 年以上的种植
历史 ， 富含丰富的蛋白质与氨基酸 ， 更是近年来备受推崇的
“网红” 健康食品。

当前， 藜麦全球需求量约 100 万吨, 而全球年产量不足
13 万吨， 原产地的种植面积已经饱和。 与此同时， 藜麦的国
内市场价格远高于其他谷物。

市场前景广阔，助农增收效应明显，黄浦江畔的上海科技人
想到了用藜麦来帮助对口地区的农户。 于是，一项全新的“藜麦
之乡”计划开始在 4000 余公里外的南疆叶尔羌河畔展开。

2018 年， 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 在喀什地委、 地区行署
以及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和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
的大力支持下， 上海市科技两委支持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
学研究中心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实施 “耐逆农作物高产优质育种
及示范种植研究” 项目。 该项目由张蘅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队
承担， 争取 5 年内取得明显成效。

如今， 正式试种已进入第二个年头， 藜麦是否适应南疆的
气候和环境？ 贫困百姓种植藜麦获得了多少收益？ 相关产业链
条建设得怎么样？ 在头茬藜麦收割和二茬播种的时节， 记者来
到位于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恰热克镇阿瓦提村藜麦示范种植基
地一探究竟。

襌艾散 （左一） 和他的邻居们在种植点里收藜麦。

荩深加工产品研发样品———藜麦巴旦木果蔬代餐粉和藜麦能量棒。

荨种植工人的

熟练度越来越高。

荩今年刚刚收

获的藜麦， 亩产比

去年进一步提升。

荨曾爱 （右一） 等上海科技人在南疆土地

上扎根， 手把手指导。

（均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供图）

｜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