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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田，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全科医生”，他为
乡村产业“把脉开方”，从肉兔养殖到中蜂产业，从
单打独斗到团队协作，浙江万里学院教授陈忠法用
20 年时光，在青田的田间地头写就了一部生动的

“科技兴农”实践录。
走进青田幸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智能化工

厂，新建成投产的2500平方米的兔舍内，自动喂料
机正沿着轨道精准投喂，环境监测系统实时调控着
温湿度。省科技特派员陈忠法与公司创始人幸利
穿梭其间，他们一边记录数据，一边指导工人调整
通风系统。陈忠法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
记录着每栏兔群的生长参数。

陈忠法与幸利的缘分开始于2017年。这一年，
陈忠法被派驻到季宅乡担任科技特派员，一到任，
乡政府工作人员就给他抛出了一个困扰乡里肉兔
产业发展多年的难题。2014年的寒冬，沉重打击了
以养殖肉兔为业的幸利，在乡政府的牵线下，陈忠
法带着法国伊拉兔种源和长达12页的《肉兔工厂化
养殖可行性报告》敲开了幸利的门。从兔舍改建到
饲料配比，从疫病防控到市场对接，陈忠法事无巨
细地指导，幸利也在他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信心，逐
步增加投入、扩大养殖规模。

如今，青田幸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然成为青
田肉兔养殖的龙头企业，建成了一个肉兔生产示范

基地，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肉兔标准化生产管理规
程。

刚从幸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出来的陈忠法，就
马不停蹄赶到季宅乡养蜂基地，为30多名中蜂养殖
户讲解养殖知识和技能。课堂上，他更加注重“对
症下药”，帮助农户解决实际遇到的“疑难杂症”。

陈忠法在季宅乡担任科技特派员时，发现当地
虽地处偏僻，但自然条件优越，野生蜜源植物丰富，
适合发展养蜂业。养蜂业投资少、风险小、效益好，
还能为农作物授粉、改善生态，是扶贫致富的好项
目。于是，他重点发展养蜂业，开启了“甜蜜事业”。

此前，季宅乡农户零星养殖土蜂，却因缺乏技
术，存在逃蜂、产量低等问题。2017年以来，陈忠法
累计举行 10 多次农技培训班，培训农民 650 多人
次。他还分多批次组织200多人次到其他专业家庭
农场参观，演示活框养殖技术，指导农户种植蜜粉
源植物、设置清洁取蜜包装间，酿出更加安全卫生
的土蜂蜜。

在他的培养下，丽水市“青年养蜂能手”陈友旺、
“养蜂带头人”洪绍光等专业人才崭露头角，他们带
动和培训其他村民开启养蜂事业。陈友旺说：“在陈
老师的帮助下，我的中蜂养殖技术得到提高，蜂蜜产
量和质量也有很大提升。”如今，农场养殖的土蜂已
从最初的几箱发展到500多箱，年产值70多万元，还
被认定为省级美丽牧场、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

青田县是陈忠法作为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时
间最长的地方，2005 年至今已有 20 年。从宁波到
青田350多公里，一路颠簸曲折，对陈忠法来说早已
习以为常。

二十年来，他服务产业广泛，涉及猪、牛、羊、
兔、鸡、鸭、蜜蜂、中华鳖、鲈鱼等畜禽蜂水产养殖，
助力推广的生态养殖项目和“合作社（公司）+基
地+农户”模式成效显著。截至目前，他培训过的农
民近3000人次，服务企业30余家，累计带动500多
户农户增收超5000万元。

陈柔妤

陈忠法：一个科技特派员的“三农”方程式

在青田，有一位被人们交口称赞的“不下班”科
技特派员——浙江工业大学教授郑精武。20年来，
他将对土地的深厚情谊与对科技事业的执着追求
完美融合，以实际行动诠释着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
担当。他累计完成23项农业科研项目，引进21项
新品种新技术，推动校地合作金额超1200万元，更
在新型永磁材料研发领域创造了世界纪录。他就
像一座桥梁，连接着科技与“三农”，让青田的梯田
焕发出勃勃生机，助力企业实现腾飞梦想。

走进浙江环吉电力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
的轰鸣声震耳欲聋。郑精武正俯身仔细查看新下
线的电力材料产品，眼神中透露出专注与严谨。作
为浙江省专精特新企业代表，环吉电力在电力设施
制造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传统
铜铝复合材料存在的安全隐患却如同一颗定时炸
弹，时刻威胁着企业的发展。

2024 年 9 月，随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深入推
进，郑精武带领团队迅速行动，为企业量身定制了
一套创新解决方案。他们大胆采用“全铝内芯外包
铜层”的复合结构设计，并通过特殊的工艺处理，实
现了材料的原子级结合。这一突破性技术就像一
把神奇的钥匙，彻底解决了断裂隐患这一难题。不
仅如此，它还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生产
成本降低了30%至40%，导电性能提升了15%，完全

达到了国家标准要求。
“材料科学最讲究精准数据。我们通过微观结

构重组，使两种金属的结合强度提升了。这个突破
不仅对企业有意义，对国家战略资源节约也很重
要。”郑精武指着检测报告说，如今，这项技术已通
过校企联合测试，正式投入生产，并积极申报专利
技术。郑精武还协助企业申报“小巨人”资质、筹建
研究院，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浙江旺达诗家具公司，曾经的“家庭作坊”如
今已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多项专利的高新技术企
业。这一华丽转身的背后，离不开郑精武的倾力相
助。车间主任田训感慨万千，他说，郑教授的到来，
让企业在产能提升、产品质量和专利保护等方面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拿组装流水线来说，在
郑教授的建议下进行改进后，产品质量得到了极大
保障，产能也从原来的一天一千多件休闲椅提升到
了三千多件。”田训指着崭新的生产线介绍。

在企业遇到技术难题时，郑精武总是第一时间
伸出援手，为企业排忧解难。在他的帮助下，旺达
诗家具公司成功从家庭作坊式企业转型为科技企
业，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专利数量从无到
有，如今已拥有十多项专利，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市
场的广泛认可。

虽非农林专业出身，但郑精武却以独特的“桥
梁”角色，为青田农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他
积极参与梯田景观农业规划，深入挖掘当地的旅游
资源，让青田的梯田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
技术推广方面，他大力推广多模式生态田鱼养殖技
术、稻鱼共生有机稻高效栽培技术等，让先进的农
业技术在青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他还充分利用
梯田景观，发展创意油菜花、创新水稻等观光农业，
为青田的农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祯埠镇李村
祯好家庭农场负责人饶宏勋对郑精武充满了感激
之情，他说：“郑教授不仅带来了技术和资金，还帮
我们了解了补助信息和渠道，让整个果园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陈柔妤

郑精武：二十载青田科技特派路
照亮乡村未来

在青田，有这样一位女科技工作者，她深耕通
信器材研发，带领团队研发多个波段的系列卫星天
线产品，产品远销欧洲、拉美、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

“我们现在要对这个部件的材质进行检测，判
断是否应用了新型防护工艺……”在浙江百凯通
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室内，周雪芬正与技术团队
对国外客户提供的核心部件展开分析。这块通过
900小时盐雾测试的特殊部件，在产品防锈处理方
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扎根通信领域十余年的
周雪芬而言，这样的技术攻坚场景早已成为工作
日常。

自全面负责公司光通信业务板块以来，周雪芬
始终秉持“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工作理念，把
工作的“主战场”前移到生产研发一线。她带领团

队先后攻克多项技术难题，申报了“一种具有快拆
微调锁附件机构的卫星天线”“一种具有升降式稳
定支架的卫星天线”等多项发明专利。

“光通信领域的技术迭代正在重塑市场格局，
这既是挑战也是契机，我们只有不断保持技术领
先，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周雪芬说。自
2021年起，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
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等称号。在她的带领
下，团队还承担了“抗风高稳定性卫星天线的开发”

“便携式强稳定性卫星天线的研发及产业化”等县
级科技研发项目，着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我们都觉得她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每次出
差都会带回行业最新动态，组织我们开展技术对
标。”百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范帅帅说，周雪
芬常年往返于国内外通信展会，考察市场需求，并
与海外企业建立技术合作。

“我常常会在交流中接触到很多从未见过的先
进技术，尤其是研发的逻辑思维，这对我回国后的
工作有很多启发。”周雪芬说，每次海外考察归来，
她都会第一时间召集团队开展头脑风暴，将国际前
沿技术思维转化为具体攻关方向。

作为女科技工作者，周雪芬充分展现细致严谨
的专业特质，发挥团队协作优势。在她看来，卫星
天线与光通信领域的创新，既需要个人技术的精
进，也依赖团队合作的模式。目前，她带领的团队
正聚焦卫星天线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为通信器材产
业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詹飞扬

周雪芬：从研发室到国际市场
让卫星天线“链”起世界

在青田，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2005年，当
第一台台湾自动化设备在何道兵面前划出完美弧
线时，在广东模具厂磨砺了七年的他看到了未来的
方向。怀揣两万元积蓄，他在温州出租屋开启了技
术长征。研发首年，堆积如山的图纸填满了床底空
间，接踵而至的失败没有击垮他的意志，反而淬炼
出更坚定的决心。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的技术追求，
让首批自主研制的自动化设备不仅实现了效能超
越台湾原产机型 150%的突破，更以仅一半的价格
优势，创造了自主研发设备返销台湾、远征日本的
市场奇迹。而这位奇迹创造者就叫何道兵。

在温溪镇宏日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加工车间里，
该公司负责人何道兵正在查看刚成型的自动化设
备的配件，那道不足发丝直径的缝隙，正是他二十
年来执着追逐的战场。0.01毫米的精度标准，不仅
是一个数字，更是压铸行业从手工向自动化跃迁的
见证。

何道兵带领的技术团队在三维建模软件中反
复推敲数百个零件的配合关系，电火花在0.01毫米
公差范围内精准雕琢模具，激光传感器实时校准着
机械臂的运动轨迹。十二年间五代设备的持续迭
代，40项发明专利的深厚积累，都在无声地诠释着

一个制造业的真理：真正的科技创新从来不是灵光
乍现的偶然，而是对千分之一毫米精度日复一日的
执着追求。

这种对精度的极致追求，在手表表带生产设备
的研发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客户要求将细小的
销子精准插入四个孔位，产品误差不能超过0.05毫
米，这严苛的要求意味着机器精度必须控制在0.02
毫米以内。研发初期，配件报废率居高不下，产品合
格率始终在标准线下徘徊。何道兵带领团队日以继
夜不断优化零件精度，最终交付的设备不仅将废品
率从手工制作的6%降至千分之一，更将日产量从
3000个跃升至3万个，用实际数据印证了他常说的
那句话：“在制造业，精度和速度就是核心竞争力，提
升质量与降低成本永远是客户的核心诉求。”

在何道兵的技术哲学中，持续的科技创新与人
才培养缺一不可。2014年入职的技术研发部主管
胡旭日从实习生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历程，正是宏日
科技人才培养理念的最佳体现。“何总不仅毫无保
留地分享技术，更致力于为员工搭建全面发展的平
台。”胡旭日的评价道出了这家企业的独特文化。
每月定期举办的技术分享会、完善的带薪培训制
度，构建起一个充满活力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

如今，何道兵所在的宏日科技已发展成为我县
科技创新企业的代表之一，拥有130余项自主专利，
其中40多项为发明专利，2023年产值突破4000万
元。其自主研发的压铸取件机械手、机器人集成应
用等产品线，能够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各类非标
自动化设备，提供完整的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站在新的发展节点上，何道兵目光坚定地展望
未来：“2026年新工厂投产后，我们的产能将实现二
到三倍的跨越式增长。同时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
投入，在自动化设备中深度整合AI技术，为客户提
供更具智慧的解决方案。”

陈柔妤 王晓蕾

何道兵：毫厘之间 智造突围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今日，本报推出《走近科技筑梦人》专刊，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的科技工作者的精彩世界。

走近科技筑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