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奋力建设红色传承引领地、绿

色发展示范区、美丽幸福新遵义离不开科技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

的支撑引领。5月30日是第六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本报推出“创

新争先 自立自强”专题，聚焦展示部分遵义科技创新人物立足岗

位、创新争先、拼搏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领略科技工

作者的风采，学习科技工作者创新争先、自立自强的精神，为我市

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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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创新争先 自立自强
——遵义市科技工作者剪影

本报记者 肖 文

“一手抓科研，一手抓教学；刚出教
室，又做实验……”这样的工作节奏，已成
为遵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系副主任、
副教授覃成的日常。作为全省辣椒产业
的领军人物，覃成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努
力破解辣椒育种的“密码”，在科研攻关、
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

10多年来，覃成率领他的团队将前沿
的基因组学及生物信息学与辣椒育种实
践紧密联系起来，完成了辣椒全基因组成
学和全基因分组水平标记，特别是完成了
遵义朝天椒部分核心种子资源的遗传端
系分析，为遵义辣椒种子资源评价、利用
和资源创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牵头破译
辣椒基因组，实现控制辣椒辣味物质合成
的分子设计，开创了从“基因组到新品种”
的育种新路径，成功快速培育了抗疫病、
病毒病等性状的辣椒新种质。覃成在破
译我省第一个特色产业作物基因组的同
时，还使我国辣椒基因组科学实现了从跟
跑到领跑的重大跨越。

在勇攀科技高峰的同时，覃成一直致
力于高水平开放科研平台的建设。2021
年，覃成牵头建成了贵州省第一个作物种
质资源库，可以保存 20万份以上的种子

资源；今年，覃成筹建的“贵州省遵义辣椒
种质资源保护及繁育种植工程研究中心”
获得省发改委立项。

坚定职教信心，覃成牵头负责贵州省
辣椒产业链人才培养工作，承担贵州省双
高学校中园艺技术专业群（辣椒产业）、黔匠
工坊等项目的建设，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辣
椒产业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
们掌握辣椒育种、制种、生产、加工、检测、农
业物联网、农业自动化等关键技术，确保学
生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覃成表示，希
望通过他的点滴努力，让更多的学生把论文
刻写在黔北大地上，刻写在乡村振兴的时
代画卷中。

多年来，覃成以“现代农业技术培训
基地”为平台，发挥专业优势，推进精准扶
贫、科技帮扶、技能鉴定等工作，主持省部
级项目9项，发表SCI论文30余篇，授权专
利 22件，培训新型职业农民、技术人员达
1000人次以上，精准扶贫3个镇，服务中小
微农业企业10家；联合企业开展技术攻关，
解决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难题5项，成
功推广新技术3项；参选的辣椒品种“遵辣1
号”和“遵辣 2号”已累计推广 200余万亩，
为农户增收近5亿元，为遵义市辣椒产业发
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突出贡献。

破解辣椒育种的“密码”
——访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覃成

她是重庆万州人，2008年从西南大学
茶学系毕业后，怀着对农业农村的热爱，
她从重庆市来到凤冈县，开始从事农技推
广工作，一干就是 14年，和凤冈锌硒茶结
下了不解之缘。她就是凤冈县农业农村
局茶叶股股长、高级农艺师洪俊花。

2008年，正是凤冈县大规模发展茶叶
种植时期，但大面积推广茶园种植技术还
未全面普及，如何保障茶叶移栽的成活率
和提升茶园栽种的标准化水平成了摆在
农技人员面前的难题。作为一名茶学专
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洪俊花迅速
投入工作，主动加入新种茶技术指导工
作，承担起琊川镇种茶技术包保指导工
作。验收茶苗质量，指导茶苗移栽，几年
间，她走遍了凤冈县 14个镇（街），该县每
年发展茶园面积3万亩以上。

2017年，洪俊花来到凤冈县何坝街道
凌云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从此便开始了
她的脱贫攻坚驻村之路。怎样发挥科技
助推乡村振兴作用，洪俊花从基层组织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技能培训和
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上狠下功夫，带领群
众发展增收致富产业，改善群众居住出行
条件，积极争取帮扶资金100余万元，指导
移栽茶园面积1000余亩，指导管护出口茶
示范基地7000余亩。凌云村村容村貌、民

风家风焕然一新，产业效益逐步凸显，2018
年顺利通过国家脱贫攻坚评估验收，2019
年底实现全村所有贫困户脱贫，凌云村贫
困发生率下降至0%。

作为县内茶叶专业技术骨干，在茶叶生
产的关键时节，不管是工作时间或周末，洪俊
花总是参与技术培训，从茶叶的高产优质栽培
技术到病虫害绿色防治等技术，为茶农进行详
细讲解和示范，受到广大茶农的一致好评。

潜心科普研究，助力服务高质量发
展。在农技推广中，洪俊花不断提升自己
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撰写了《凤冈县
茶园病虫草害防治技术》《凤冈县茶园建
设与管护技术》读本，用于培训农民；发表
了《贵州省凤冈县茶园主要病虫害发生规
律及防治建议》《凤冈县茶园杂草生态控
制技术》论文；参与了《遵义绿 绿茶加工
技术规程》《遵义绿 绿茶》《遵义绿 绿
茶产地环境条件》系列标准的编制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洪俊花先后荣获
全市茶产业发展工作先进个人、全市农业工
作先进个人、凤冈县“十一五”茶产业建设先
进工作者、“全省脱贫攻坚优秀村第一书记”
称号等。14年来，她已和凤冈结下了深深的
感情，用她的话说“不知不觉把他乡当成了
故乡”，未来她会继续为锌硒茶乡农技推广
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已把遵义当故乡
——访凤冈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洪俊花

他叫杨洁，一个严谨的80后科研工
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遵义师范学院教授，
重庆邮电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外聘硕士
生导师。

2012年，25岁的杨洁从湖南大学硕
士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的高薪待遇，毅然回到自己的
家乡——遵义，一心想为家乡的教育和
科研事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之事。为
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他于

2015年在重庆邮电大学攻读博士，繁忙
的博士学习期间仍不忘单位的工作，包
括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考研、毕业设
计指导等。2019年，杨洁又一次面临人
生道路的新抉择。当年，杨洁博士毕业
后婉拒了多所高校的聘请，仍然坚持回
到遵义师范学院工作。10余年来，杨洁
致力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贵州经济
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服务贵州省相关企
业 40余家，把科技成果应用在贵州省

“精准扶贫”和“数据铁笼”等实际工作
中。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
助力人工智能在贵州省“精准扶贫”和

“数据铁笼”等方面的应用，杨洁获得
了发明专利授权 6项、科技成果转化 4
项；在 SCI期刊发表文章 18篇；主持国
家级项目 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8项，累
积科研经费 200余万元；创建“人工智
能创新团队”，并带领团队服务贵州省
50多个地方企业，为企业培训技术人
员 1000余人次，为中小学开展科普讲
座 30余次，与企业签订技术入股协议
书，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近 500万元，
团队获得“服务地方突出贡献奖”；获得
教改项目立项、贵州省研究生教学成果
奖，并指导学生获得省部级、市级奖项
10余项、科研项目立项 13项、发表论文
10篇。

初心如磐，回声嘹亮。这些年，杨
洁成为贵州省省管专家、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教育部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大）药学专业分委会
委员，获得贵州省青年五四奖章、贵州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贵州省研究生教学
成果特等奖……杨洁表示，他将继续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各项事
业中发光发热，紧握奋进之笔在这片红
色沃土上书写自己的无悔人生。

让科技成果“落地开花”
——访遵义师范学院教授杨洁

“普普通通的食用菌因为品种和种
植技术的不同，价格能够差上好多倍，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中，这对农民
来说，这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并可能因此脱贫致富。”30年来，他一直
在教育教学、科技创新、脱贫攻坚一线
默默耕耘，帮助菇农脱贫致富，为我市
食用菌种植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就是
播州区中等职业学校农艺部副主任、正
高级讲师、遵义市“15851人才精英工
程”第二层次人才廖明亮。

“同学们注意了，看一下这个有污
染的菌包，这是由于几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种原因是我们接种的过程当中可
能有污染，另外一个可能是菌包在蒸的
过程当中有小的缝隙或者沙眼，会导致
污染。”见到廖明亮时，他正在学校的食
用菌种植基地为学生们上课。廖明亮
喜欢通过实训的方式授课，目的是让学
生们更具备动手能力。

“因为我们中职是培养搞技能的劳
动者和创新创业的致富带头人，所以说

我的课程都是三分之一的理论课、三分
之二的实践课，让学生在校内就能掌握
一至二门实用技术，让他们可以返乡创
业，也可以在企业就业，或者在市场做
经营者。”廖明亮说。让学生们学到可
以谋生和发家致富的本领，是他教书育
人的初衷。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
的。

多年来，廖明亮以食用菌研究所为
平台，搞试验、搞研发，培育适宜于本地
栽培的食用菌菌种；以技术培训为切入
点，开展科技培训及“贫困劳动力全员
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贫困村创
业致富带头人”等培训工作；他讲授的
《食用菌栽培技术》课程被省农委评为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精品课程”。他在
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户种菇技术，通过
他的传、帮、带，吸引播州区三合镇、洪
关苗族乡等地农户应用他摸索出的一
系列经验，栽培食用菌300余亩，亩产值
达到 3万元以上，亩纯收入 1.2万元，惠
及农户 100余户。同时，辐射带动全区
种植食用菌2000余亩，为播州区食用菌
的种植发挥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

“下一步我将继续开展食用菌菌种
的选育，选育出适合我们本地气候条件
的品种，推广给菇农进行栽培，教会老
百姓种植食用菌的技术。另外，还将把
自己野生驯化的品种进行选育，将适合
我们本地的、质量高、效益好的品种推
广给老百姓种植。”廖明亮说。

“点菌成金”的食用菌专家
——访播州区中等职业学校农艺部副主任廖明亮

她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对专业的钻
研，从事临床护理 30余年，并在重症一
线工作 20年，始终以兢兢业业的态度，
求真务实、勤奋进取的工作作风履行职
责。她就是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
部科护士长兼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副
主任护师曾广会，她也是贵州省护理
学会第九届重症监护护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遵义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客
座教授、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症
医学副教授。

作为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
护理专家、医院业务骨干，她承担着重
症片区大量的业务、教学和学术研究工
作。曾广会积极响应医院党委安排，对
习水进行对口支援。在习水工作期间，

她第一时间投入了护理工作的第一线，
采取调查、培训、督导等方式，秉承“授
人以渔”的理念，在护理质量控制、护理
教学与培训、护理科研意识等方面进行
指导，切实做好帮扶工作；主持全院护
理工作一级质控规范，推行科室积分制
绩效分配制度，提出学科发展建议 35
条。她提出的重症医学科分科包床激
励机制得到医院采纳并实施。

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后，曾广会
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指导呼吸
ICU室的布局和病房相关建设，开展了
各种监护设备应用培训，并适时对全院
护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不断强化医护
工作人员的防护意识，帮助医护工作人
员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

同时，她指导科室开展新技术新
项目 3 项：经鼻气道保留吸痰管吸
痰，抬腿试验在心衰患者中的应用，
路径式健康宣教在AECOPD患者的应
用；此外，她指导护理部申报省级科研
项目一项。

曾广会说：“做护士没有什么惊
天动地的故事。护理人员总是默默
地工作，但是每一次治疗，每一次生
死营救，都少不了护士的身影。我今
年 50 岁，不怕困难、不怕输，我要在
工作中继续发光，为老百姓的健康保
驾护航。”

用科技提升护理质量
——访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科护士长曾广会

覃成（右三）给
学生讲解辣椒杂交
技术。

洪俊花（左一）
指导茶农进行病虫
害防治。

杨洁（中）带
领团队参加“王
茅·繁星计划”高
校乡村振兴科创
大赛。

廖明亮（左）
给农户讲授种菇
技术。

曾 广 会（右
二）指导护士进行
简易呼吸囊操作。

（本版图片由遵义市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