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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桑養蠶靠科技栽桑養蠶靠科技
造福一方造福一方有新路有新路

蠶農趙啟華聯合高校智能養殖 安置就業成立學校助村民增收

神州神州行行走走
回 訪 系 列之

精準控溫控濕 養蠶批次增4倍
「2018年那時候一年只能養4批蠶，現
在一年兩季約6個月總共能養20批蠶，可
以說產量最高能增長4倍。」趙啟華說，
最近幾年合作社迎來了大發展，尤其從
2022年起，他引進智能化科技設備，在自
己的1,500畝桑園試點規模化的循環養殖，
以前是春秋兩季各養2批次蠶，從2023年
就可以每季養10批次蠶。而這其中的關
鍵，就是發揮科技的優勢。
趙啟華介紹，2022年，中國農村專業

技術協會科技小院在金牛蠶桑農民專業
合作社掛牌，借此契機，安徽農業大學
徐家萍教授的團隊以趙啟華的蠶室為試
點，運用物聯網技術研發出「蠶室溫濕
度數字控制系統」，該系統可以靈活地
加溫加濕或降溫降濕，實現了對蠶室溫
濕度的自動精確控制。「所有溫濕度情
況用手機 App 都可以看到，」趙啟華
說，通過系統，他和專家教授還能通過
互聯網實現手機遠程調控蠶室溫濕度，
並通過覆蓋蠶室的 24小時全程監控攝
像，掌握蠶室實時情況。他稱，小
（幼）蠶始終在標準溫度下發育，能更
科學地滿足蠶的生長發育需要，成批次
的小蠶的成長期標準化，他就可以在一
年有限的時間、一定的蠶室規模下養更
多的批次。

增加用工時長 便利招聘管理
除了產量躍升之外，「蠶室溫濕度數字
控制系統」的使用還有三大好處，趙啟華
補充說，一是化解了小蠶生長期如極端天
氣等自然災害影響的風險；二是用工更加
均衡，「以前一到養蠶季，要用一兩百名
工人，一時很難招到這麼多人」。同時，
以前一季蠶一個月就結束了，現在一季蠶
要近3個月，再加上桑園管理2個月，全
年用工時長能達到8個月，可以更好地招
人和提供就業崗位；三是桑葉利用率提
高，現在是「有多少桑葉就能養多少蠶，
桑葉一點都不浪費」。

乾繭庫助力 蠶繭不愁賣好價
在金牛蠶桑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院子
裏，一排房子的門前幾塊金色的牌子特
別顯眼。金牛蠶桑農民專業合作社不僅
是中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安徽肥西蠶桑
科技小院依託單位，還成立了安徽省首
個蠶桑類科技特派員專家工作站，並榮
獲中國科協蠶桑科普示範基地。院子裏

的蠶桑綜合服務樓亦舊貌換新顏，除了
有蠶桑農產品展館、標準化培訓教室，
圖書室、閱覽室、會議室，還有設備齊
全的蠶繭收購加工車間、催青室、標準
化小蠶共育室、省力化養蠶大棚等。
趙啟華表示，產品（蠶繭）這幾年都

不愁賣，依靠當地便利的陸路交通，除
了經常聯繫的固定客戶，只要在中國繭
絲綢網、繭絲交易網等平台上掛出貨存
消息，很快就有廠家主動聯繫。趙啟華
不只自家養蠶，還收購合作社社員戶的
蠶繭，每年收購量在100噸左右。「我們
合作社綜合服務樓有乾繭庫，蠶繭能儲
存一年，在行情低谷的時候不賣，等行
情好的時候再出手，這樣就能抵抗市場
波動的風險。」趙啟華說，去年他就是
在價高時出手，比在蠶繭才上市時多增
了30萬元的收入。
「下一步想把我們所有的產品搞起
來！」趙啟華稱，他計劃繼續與相關企
業深入合作，生產高品質蠶絲枕、真絲
睡衣和桑葉茶，延伸延長蠶桑產業鏈。

讓殘疾人就業 組織培訓技術
46年來，趙啟華一直深耕
蠶桑業，他領頭成立並擔
任理事長的肥西縣金牛
蠶桑農民專業合作
社，早已發展成為安
徽省規模最大的蠶桑
國家級示範合作社。
在趙啟華的金牛蠶桑
合作社，不僅有96戶
殘疾人社員，還安置
一共25名殘疾人就業，
能保障他們每月收入不低
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這樣
他們的生活就不要社會負擔了，也不要
家庭負擔，更有助於他們自己的自信自
立自強。」趙啟華說。
此外早在2016年，趙啟華就在合作社

成立了農民田間學校，為當地蠶農傳授
栽桑養蠶技術。在本次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回訪時，趙啟華介紹，從農民田間
學校成立以來，組織培訓從未中斷過，
現在一年要組織4至 5次，全年能培訓
400多人次。「培訓時也會讓大家總結經
驗，要求大家毫不保留地分享，講講今
年是怎麼養蠶的，如何把蠶的產量提
高。也會有反面教材，講今年怎麼養
失敗了，讓大家引以為戒。」

現年61歲的趙啟華，是安徽省肥西縣山南鎮

李橋村人。1978年，他通過包產到戶分到田

地，但未固守成規全部種稻子，而是選擇將其中

兩畝地種桑養蠶，成為當地最早的蠶農之一。香

港文匯報曾於2018年8月13日刊登新聞專題，介紹他40年種桑養蠶造福一

方與改革開放共成長的故事。時隔5年多，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次回訪趙啟華，

他聯合高校科研團隊，引進開發出目前內地最為先進的智能養蠶系統，讓傳

統養蠶插上科技翅膀；他安置殘疾人就業，幫助他們自立自

強；他成立農民田間學校，為蠶農傳授栽桑養蠶技術……肥西

縣的土地上，正譜寫着鄉村特色產業發展和村民增收的新篇

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實習記者 朱順傑 合肥報道

今年48歲的翟文靜，是肥西金牛蠶桑農民專
業合作社的社員。他以前一直是在合肥做裝修，
四五年前回鄉轉行養蠶，目前家裏有 100 多畝桑
田。「小蠶的孵化、餵養，這些都需要合作社的技
術支持和指導。」翟文靜說，他的蠶繭每年也都是
賣給合作社，「每畝（銷售）收入3,000多元，純利
潤 2,000 多元。這幾年（價格）一直都是上升的趨
勢」。
提起自己轉行的原因，翟文靜表示，一是養蠶忙
碌的時間短，「一年忙五六個月，後面基本就沒
有什麼事情了」；二是養蠶的收入不錯，「以前
做裝修，一年毛收入十多萬元，現在養蠶的收入
是以前的兩三倍。」翟文靜一直想擴大自己的桑田
規模，但養蠶在當地是非常吃香的行業，桑田非常

稀缺，一直未能如願。「我們（蠶農）一年閒的時間比
較多，未來打算依託桑田發展一些雞鴨等土特產養殖，
還可以搞一些垂釣。」翟文靜說。
据悉，肥西縣山南鎮正計劃打造以蠶桑為龍頭的「山
水街現代農業產業園」，已與包括金牛蠶桑農民專業合
作社及另外三家企業初步達成合作意向。趙啟華早就有
打造文旅一體的綜合現代化產業園的想法，自己亦準備
規劃建設蠶桑文化科普館。「其他意向企業是以種植香
菇食用菌、火龍果、草莓等瓜果蔬菜為主的。首先從我
們這裏收桑枝，桑枝粉碎以後搞食用菌做香菇、木耳，
食用菌菌棒粉碎後，可以做有機肥，然後可以用於瓜果
蔬菜的種植，正好是一個循環。」趙啟華說，產業園不
只可以研學，還可以按時節發展採摘、農家樂和鄉村民
宿等，進一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和村民創收。

養蠶賺過裝修 未來重點拓文旅

郭立同今年35歲，是肥西縣金牛蠶桑農民專
業合作社的一名工作人員，幼時患上小兒麻
痹症，智力正常但有肢體殘疾。他在合作社
就業已有七八年時間，平時負責採摘桑葉和打
掃衞生等工作，每月薪水在 1,500 元至 1,800 元
之間。另外，他 28 歲的妻子有智力殘疾，也在
合作社工作。加上當地政府每人每月有 700 元的
補助，夫妻二人每月收入共有四五千元，基本能
夠做到自食其力。
「我家就在旁邊600米，騎車一分鐘就可以（到合作

社）。」郭立同說，之前自己也曾外出找過工作，但是沒
人願意要他。後來到合作社工作，不僅離家近，平時工作
強度也不大，周末雙休。「一年到頭都在這，收入比較穩
定。這裏有很多殘疾人員工，像一個大家庭，我們在這裏
互相交流，對心理健康和身體康復都有好處。」郭立同透
露，自己和妻子現在不僅都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還有
了一個5個月大的女兒。「像我們這樣的（殘疾人），現
在的情況已是很好了」，他坦言，有了女兒後自己也感覺
到了肩上的責任和壓力，「但慢慢來吧，努力去掙
（錢），以後應該會更好」。

殘疾社員：收入穩定 自食其力益身心

現今，金牛蠶桑農民專業合作

社擁有桑田面積已增至近 10,000

畝，年養蠶種 13,000 餘張，擁有

「小井莊」和「金牛蠶桑」牌商標，可實現年

產值超2,000萬元。經過40多年發展，蠶桑業

已成為該縣特色經濟作物產業，規模位居安徽

全省縣域第二位。肥西縣農業綜合服務中心副

主任衛功舉介紹，近年來，通過肥西縣農業綜

合服務中心、肥西縣蠶桑繭絲綢協會等平台，

該縣聯合高校科研力量和技術人才，蠶桑新技

術的應用和推廣突飛猛進。「目前我們蠶桑業

的發展思路，就是穩定現有種植面積，通過技

術創新提高產量，幫助蠶農增收致富。」衛功

舉說。2023年，肥西縣蠶桑繭絲綢行業全產業

鏈產值達 4.15 億元，群眾養蠶收入達 1.59 億

元。

小蠶養殖系統已推廣多地
幾年前，來自安徽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長期從事家蠶品種選育、蠶桑技術推廣及蠶病

防治技術研究的徐家萍教授就在思考，如何把

農業知識、科技與產業相互結合起來。此中，

蠶桑業需求最旺盛的地方就是小蠶的飼養，因

為養小蠶要同時控制溫度、濕度、通風，控制

要求非常嚴格，「以前老百姓都是自己依據經

驗去控制，費力勞心，而且很多時候不及時、

不準確。」於是，她就想到研發一套針對小蠶

養殖的控制系統。

2021年初，徐家萍與同學院的劉世火博士着

手開始合作設計小蠶養殖控制系統，那年她領

銜的安徽肥西蠶桑科技小院亦在趙啟華的金牛

蠶桑專業合作社掛牌。到了2022年，響應國家

科技特派團、科技特派員政策，肥西縣又成立

了蠶桑產業全產業鏈的科技特派團。「借助這

些平台，我們和學校計算機學院的孟浩教授等

合作，多次來到合作社試驗調試，最終做成這

套『蠶室溫濕度數字控制系統』。」徐家萍

說，現在系統已發展至3.0版本，溫度可以控

制在上下0.5℃，濕度可以控制在上下2%，亦

是目前全國唯一能實現蠶桑數據實時傳輸的智

慧養蠶系統。該系統現今已推廣使用到安徽六

安、阜陽等多地。

發揮大規模合作社帶動作用
徐家萍補充說，鄉村振興過程中，傳統產業

的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必須要有科技支撐，培

育出新質生產力。「比如說像趙總（趙啟華）

這麼大規模的合作社，它的經濟效益的提高可

以直接帶動周邊農民增收。」徐家萍稱，以她

和團隊為例，除了已研發出的小蠶養殖控制系

統，未來在優良蠶種培育、省力化等方面，還

有很多可以施展作為的空間。同時，對於內地

鄉村振興科技人才缺乏的現狀，徐家萍表示，

在目前的狀況下，想要將高端科技人才完全留

在農村，的確是個難題。但像科技特派團這種

創新制度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它把科技人才

和農村的產業實踐切實地聯合了起來」。

科技特派團下鄉 助傳統產業轉型

◆趙啟華給社員開展科技養蠶培訓。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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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趙臣記者趙臣 攝攝

◆◆香港《文匯報》曾在2018年8

月13日A23版面報道徽農趙啟華

因地制宜種桑養蠶、組建合作社

提效增產等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