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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畜牧行业22年
她将农业科普论文写在大地上

见到林涛，是在2024年“五一”前夕
的一个下午。她刚从广安市的表彰大会
现场出来，走下领奖台，她的手中多了两
束鲜花。

林涛身上的头衔有点多：全国青年
乡村振兴先锋、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广安农业首席
专家、广安农业产业扶贫技术服务队长、
广安市饲料工业管理站站长……

自己何以就是那个幸运儿？林涛想
了想，她觉得那大概是“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而正是这种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
着，才有了林涛的今天。扎根畜牧行业
22年，她将农业科普论文书写在广袤的
大地田野上。

阴差阳错
一位东北姑娘的动物情缘

今年，是林涛在川渝地区度过的第
18年。谈及当初来到这里的原因，林涛
记忆犹新。“当年高考时，老师鼓励我们
填报西部的学校，支持西部大开发。”

于是，这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女孩怀
揣激情与梦想考入西南大学就读动物科
学，后又前往广州攻读硕士学位。硕士
毕业后，恰逢高层次人才引进机遇，林涛
毅然决定返回川渝，又重新回到西南大
学读博。“在广州时，我常常想念这边，还
是想回来。”

“选择动物相关专业，是巧合也是意
外之喜。”林涛小时候对小动物充满好奇
与喜爱，然而父母并不允许她在家中养
宠物。因此，她只能偶尔去动物园满足
自己的兴趣。

大学填报志愿时，林涛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动物科学专业，当时她懵懂地以
为这样可以更近距离接触小动物，并未
预料自己之后会深入学习大动物相关知
识，“有些阴差阳错”。

读研期间，林涛重点攻读动物营养
与饲料科学。读博期间，由于实验往往
需要连续进行，不能中途停顿，否则第二
天就得重新处理样品，浪费大量时间，因
此，林涛和同伴们结束实验时已是深夜，
踩着宿舍关门的点赶回去。有时宿舍门
已经上锁，她们就从大门翻进去。“我总
是爬得很高又再下来。”

最忙的时候，一天只顾得上吃一顿
饭。遇上通宵实验，林涛放了一张软床
在实验室里，以便在忙碌的间隙能打个
盹儿。“每天神经都是紧绷着的，还没闭
上眼，设定好的实验闹钟又响了。”

“你别看我现在很胖，但那段时间真
的辛苦，头发都熬白一圈。”从本科到博
士，再到如今，林涛已与畜牧打了22年交
道。尽管如此，她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
择，正是那段艰难时光，让她更加坚定了
对农业的热爱和执着。

潜心科研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做科研实验向来是‘九死一生’。”
林涛认为，一位优秀科研人员需具备“亦
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
神。科研本就是历经十次甚至百次失败
才可能成功一次的尝试。

“比如饲料发酵，绝非一蹴而就那么
简单。”林涛说，这需要运用到多种菌种，
掌握发酵技术，并进行超微粉碎。所谓
的超微粉碎，简单来说，就是要将物料的
粒径缩小到更小，使竹纤维这种原本不
溶的纤维部分转化为可溶性纤维。

这样处理后的纤维，动物才能消化
吸收。质地坚硬的竹子，即使是熊猫也
难以啃食。另一方面，竹子的营养成分
很少，主要是木质素等动物难以消化的

物质。即便熊猫不停地吃，也无法获取
多少营养。“因此，需要通过发酵来提高
其蛋白含量。”林涛解释。

多年来，林涛主研农林废弃物饲料
化和玉米大豆饲料粮减量替代，对缓解
粮食紧张、人畜争粮具有重大意义，产业
转化的前景也很广阔。在果渣、竹纤维、
饲草等非常规资源饲料化加工设备、加
工工艺、新产品创制及其在畜禽健康养
殖中的应用等方面，林涛做了一系列的
研究。

以广安龙安柚为例，龙安柚每年11
月集中加工，会产生大量柚渣。过去，
这些柚渣常被随意倾倒在地面上，气味
难闻且难以处理，村民们颇有意见。最
初的处理方法，是将这些柚渣烘干，但
每吨果渣的烘干费用高达2000多元。
林涛通过科技攻关，将这些柚渣转化为
饲料。虽然柚渣不能直接作为家畜的
食物，但经过发酵和其他工艺处理后，
可以变成胡鸭和羊等动物的饲料。这
样既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又实现了资
源的有效利用，大大节省了牲畜的饲料
成本。此举也填补了四川省柚渣发酵
饲料的技术空白，实现“化肥投入减半、
柚树高产、果渣全利用、粪便零污染”，
达到“种养双丰收、废弃物资源化、效益
最大化”，实现产业脱贫、农民增收和乡
村振兴。

当一个个难题被攻克，林涛内心充

满成就感。“我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这
种热爱，一直延续到林涛的生活中。

扎根大山
交出优秀的科普答卷

时间回到2015年春，林涛前往位于
华蓥山深处的广安市前锋区高岭村担任
驻村农技员。彼时，她的两个孩子小的
才5个月，大的3岁。

“村子很偏远。”林涛要转3次车才能
到华蓥山下，到了山下还得找摩托车或
者拼车，花费40元才能上山进村。如果
没有车，就得徒步2小时上山。许久才看
得到一户人家，寂静无声的山路上，唯有
虫鸣鸟语作伴。

“那个时候交通不便，有的村民住在
山顶，出山进山都不容易。”没有路，大家
就用镰刀探路，然后手脚并用攀爬山壁，
回忆起这些场景，林涛仍然心惊。

用了一个半月时间，林涛走遍辖区
的山山水水，摸清因病、因残、因文化程
度低、缺乏劳动技能而致贫的贫困户，为
他们量身定制了“一对一”帮扶措施，帮
助他们找准新路子、发展新产业。

“喂，小林老师嘛？快来看看我家的
十几只鸡怎么不吃食了？”“你来了啊？
我家羊拉稀打蔫了是咋回事？”林涛将村
民们的问题一一记在本子上。也有村民
热情地拦住她：“乖女儿，到我家吃了饭
再走嘛！”

为了让大家看得懂技术资料，林涛
把晦涩的《秸秆发酵变饲料》《广安DLB
内三元猪健康养殖技术》转化为图片，科
普给老年人，绘声绘色讲给留守孩子，在
他们幼小的心田播下科学的种子。

驻村期间，林涛每年要撰写几万字
的《工作日志》，详细记录了每一户贫困
户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2016年11月，
她在高岭村开办首个农民夜校，每月开
展一次以上的农业技术培训，将很多连
针都不会打的门外汉逐渐培养成养殖高
手、致富能手。

2017年，林涛组建了广安市农业青
春脱贫攻坚志愿服务队，将高岭村的经
验推广到全市其他贫困村，累计引进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34项，带动帮扶村
推广应用面达95.7%。

2020年，林涛驻村工作结束。尽
管不再常驻村里，但村民们遇到困难
还是习惯性打电话给她，“他们很勤
奋，只要有合适的技术和门路，就愿意付
出努力。”

今年，林涛40岁。这个18岁就开始
与畜牧打交道的姑娘，一路升级打怪，如
今光环加身，“我的人生，正在路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君
受访者供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晴日暖
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连续阴雨
后，阳光回归，我们也迎来了二十四节气
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

北京时间5月5日8时10分，“立夏”节
气至。“立”即开始的意思，夏，在《尔雅》中
被称呼为“长赢”，赢取其盈满，有盈余之
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

在这个万物进入旺季生长的重要节
气，气温也在噌噌往上蹿——记者从四

川省气候中心了解到，立夏节气，四川地
区气温开始明显升高，平均气温可上升
至19.3℃。

立夏是否意味着夏天到来？
在气象学上，入夏标准是连续5天，滑

动平均气温高于22℃。在四川季节的差
异很大，一般来说，立夏前后盆地南部刚
进入夏季，盆地其余地方则还处于暮春时
节；而川西南河谷区域五月已是夏日炎
炎，处于一年之中最干热的月份；川西高

原的立夏说不定还会飘雪。
监测显示，目前四川仅攀西地区中部

和西南部迎来了夏季。
据成都市气象台的统计，以温江国家

站为代表，成都常年的入夏时间为5月26
日。过去十年里，2019年的夏天最积极，在
4月23日便早早到来；2016年和2022年的
夏天很“磨叽”，直到5月29日才入夏。

今年，夏天的进程也有些坎坷。就在
前几天，四川盆地才经历了一次大降温，

不少人甚至翻出了厚外套。5月4日，天
气转晴，5日，立夏节气当天，气温终于回
归“正常”。

接下来气温会持续走高吗？
目前来看，未来一周，四川盆地云层

依旧较多，气温不会一直升，日最高气温
基本维持在25℃至30℃，体感较为舒适。

此外，据四川省气候中心预计，今
年立夏节气期间，四川将有三次降水天
气过程。

立夏携阳光同时回归

四川盆地真正的夏天还得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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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在实验室里工作。

在广安市前锋区高岭村担任
驻村农技员的林涛（中）与当地村
民交流。

林涛在全国科普宣传日进行
养殖技术科普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