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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称光亮的黑皮冬瓜、小巧饱满的绿色贝贝南瓜，形态
各异的五彩观赏南瓜、金黄色的巨型南瓜、苗壮叶肥的紫色
茄子砧木……初夏一个星期六的早晨，走进五颜六色的广西
大学农学院蔬菜实验田，迎面是一位衣服、鞋子沾着泥土，
双手染满菜色的中年男子，他就是——被评为 2022 年广西

“最美科技工作者”、被农户视为“恩人”的我校农学院农学
博士唐小付老师，此时他正在通过微信视频解答良庆区那马
镇莲山村蔬菜种植户廖启航关于番茄病害的问题，类似场
景，是他的工作常态。

广西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乡村科技特派员
西甜瓜产业服务团团长、广西蔬菜产业科技先锋队副队长，
广西“优秀农民教育培训教师”——这都是他视为使命的担
当。爱农、学农、助农、兴农，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战略；积极发挥专业优势，选育良种，推广良法，实

现产业化；培养了一批批能留得下、用得上、带不走的农村
实用型技术人才；把学识写进泥土，把情怀融入乡村，把梦
想化作行动；走近农户、深入农田，解农民困，帮农民难，
奋战在科技扶贫和乡村振兴一线，赢得农户欢迎，产业丰
收，把广西大学产学研融合在农民走向富裕的生活里，这更
是他朴实外表遮挡不住的闪亮。

情怀，坚定担当
“袁隆平院士的‘超级稻’禾下乘凉梦，对我启发很大，

育种工作是一个非常艰难且漫长的过程，但我坚信‘一粒种
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愿
做深耕者，广播惠农人’我会在有生之年，坚持下去，付出
多少辛劳都无怨无悔。”唐小付坚定地说。

唐小付对农业、农村、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生长在
农村，8岁开始种菜、卖菜、跟着父母下田劳动。他对农村的
艰苦和农民劳作的不易都能感同身受，而且他亲历了没有知
识 、 不 懂 技
术，辛辛苦苦
种的菜被虫子
吃完，或因品
种不好，种出
的 菜 长 不 大 ，
长 不 好 等 境
况，小小的他
就下决心要改
变这些，想着
让菜长得又快
又好，让瓜结
得 又 多 又 大 ，
可 以 卖 了 换
钱，让家里过
上好日子。他
努力为父母分
担，一放学就
抢 着 干 农 活 ，
同时也发奋读
书，决心用知
识 改 变 命 运 。
终于，他顺利
考取了自己喜欢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园艺专业，因表现优异，
又被保送本校硕士研究生，随后考取本校博士研究生。

2002年，唐小付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研二的时候，第一
次跟随蒋代华老师到马山县古寨乡帮助村民修建储存雨水的
水池——地头水柜，开展下乡扶贫。期间，他发现那里村民
的饭桌上极少见到蔬菜，经了解得知当地农民基本自己不种
菜，因为不会种，蔬菜大多从外地调运，菜价贵，吃不起。
他被深深触动，于是下定决心，要让农民吃上自己种植的蔬
菜。随即，他积极跟随导师开展调研，掌握了大量一手资
料，开启了他扎根“三农”、服务“三农”的征程。2004年，
唐小付硕士研究生刚毕业留校工作，就迫不及待加入了马山
科技扶贫的队伍，在马山展开了一系列蔬菜种植的探索，着
手筹建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引进筛选适合马山种植的优质、
高产、抗病、耐储运的蔬菜新品种，开展技术培训和田间指
导蔬菜生产。自此，他把“让农民吃上自己种的蔬菜”的朴

素想法变为助力农民、推动乡村
蔬菜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致富的
担当，满怀信心和热情把自己的
所学用在农民和农田上，积极投
身服务马山县，投身服务广西

“三农”工作。
2012 年，唐小付被选聘为广

西科技特派员，肩负助力乡村脱
贫攻坚重任，他到马山县开展科

技扶贫的次数就更多
了。他以能为农村、
农民服务为荣，以能
用自己所学知识为农
民解决农业生产中遇
到的困难为乐。下乡
开展科技服务不以完
成科技特派员考核任
务为目标，而是以能
为农民解决多少问题
为己任，始终坚守科
技扶贫的初心，一身
灰土两脚泥，扎扎实
实 ， 全 心 全 意 投 身

“三农”服务。
他的硕士研究生

聂圣贤说，导师乐于
奉献、勤奋好钻研，
而且不为名利，凭着对农业农村的热爱工作，除
了课堂给学生授课，其他时间都是在试验田授
粉、绑蔓、观测试验数据，或者奔赴乡村深入田

间地头给农户进行技术指导或进行技术培训等。导师的脊椎
不太好，弯腰不方便，他只能常常跪在地里写标签、做记
录，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六点就去试验田，有时晚上十一二点
还在地里打着手电筒工作。

去年 4 月的一天，唐小付带学生去河池乍洞村现场工
作，在崎岖山路颠簸一路，一下车，他不顾疲劳立即兴致勃

勃地给农民介绍自己新培育的
番茄品种，然后又开始给农民
解决近期种植中出现的一些问
题，紧接着又去帮一农户解决
甘蓝虫害，后来给一困难户无
偿送去了南瓜苗和番茄苗。那
天恰逢下雨，唐小付仍像往常
一样冒雨往返于泥泞的农田和
农户家，村民说“从来没见过
哪个大学老师这么爱下地的，
也没见过哪个老师一天身上全
是泥土”。

他经常跟农民说的一句话
就是“有事你随时联系我，给
我发微信”，而在电话里解决
不了的问题，他肯定会安排好
手头工作后以最快的时间从南
宁 赶 往 现
场 解 决 问
题 ， 从 未
听 他 发 过
牢 骚 ， 更
没 有 因 为
累而停下。

我 从
导师身上感受到了担当的力量，我觉得
用一句话形容我导师很贴切，就是“心
之所向，素履以往”。导师用行动给了我
很好的“师”范，更加坚定了作为女生
的我顽强攻坚，坚持不懈，投身“三
农”的选择。他的学生聂圣贤满怀信心
地说。

这种担当精神在唐小付的行动里发
着光，映照着他的选择，同时也激励着
他周围的人！

实干，赢得农人
他的团队成员农学院陈勇老师说，

唐老师很实干，经常给农民做培训，用
农民能听得懂的表述方式，毫无保留地把育苗、种植、防治
病害等技术传授给农民，可谓说农民话，做农民事。他的每

次培训课都坐满和站满听
众，收效很好。

现在他建立了微信服
务群，服务农户更加便利
更加频繁，他的“业务”
量更大了。村民们都愿意
向他请教，都愿意跟着他
干，对于他提供的种植方
案、技术规程等村民们都
毫不犹豫“照办”，他不
仅是村民口中的“网红”
老师，更成为村民最信赖
的“家人”。

马山县，作为唐小付
科技扶贫的主战场，10多
年来他几乎走遍了这里的
所有乡镇，在 30 多个贫
困村开展科技扶贫工作，
经过不懈努力，马山县的
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
变化，已经从传统的玉
米、水稻、甘蔗种植向高
效益的蔬菜、水果种植转

变，特别是蔬菜方面，已经由房前屋后种植向田间地头发
展，由自给型向外供型转变，由露地生产向大棚生产转型。
目前马山县的蔬菜种植面积达5万亩，仅黑皮冬瓜的年栽培
面积就超过1.6万亩，产值超过1亿元，受益的贫困户（脱贫
户） 5000多人，贫困户通过种植蔬菜年人均增收3000多元，
蔬菜自给率已由10多年前的不足10%发展到现在基本能自给
自足，部分蔬菜品种如指天椒、黑皮冬瓜等远销北京、上
海、广东、山东、河南等地，他让广西特色蔬菜走向全国。

他还坚持扶贫先扶智，近10年来，在马山开展了75余期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培训农民 6000 多人次，其中贫困户
2000多人次。在他的技术指导下，先后在马山县古零镇乐平
村建立 450 亩的指天椒种植示范基地；在周鹿镇的爱旗村、
马周村、南邦村和永州镇的平山村等建立4个面积200亩以上
的黑皮冬瓜种植示范基地；在金钗镇把读村和古寨乡民乐村
分别建立150亩和250亩的指天椒种植示范基地；在古寨乡加

善村建立500亩的野山椒种植示范基地；在乔利乡乐圩村建
立广西首个解决易地扶贫搬迁户创业就业的韭菜花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在白山镇立星村建
立 600 亩以南瓜种植为主的蔬
菜产业扶贫示范基地等等。

廖启航说，以前种蔬菜不
是绝收就是产量极低，自从唐
老师来了以后，我种植小番
茄、黄瓜都有了很好的收成，
后来唐老师指导我们成立了广
西思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我
自己也成了技术员，带动村民
种植蔬菜，共同致富，现在我
们种植了 60 多亩小番茄和黄
瓜，亩产可达 7000 至 8000 多
斤。

马山县周鹿镇裕盈义冬瓜
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黄金武也
由原来种不出菜，通过唐小付
手把手地指导和参加唐小付的
培训班而掌握了蔬菜种植的全
套技术，并在实践中不断进
步 ， 自 己 也 成 为 技 术 “ 老
师”，到现在已联合了 57 户村
民大规模种植冬瓜，年收益
2000多万元，成为马山县致富带头人。

说起唐小付，广西金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小
晖更是感恩不迭，他创业进驻马山初始，由于不懂技术，从
外地引进的南瓜品种产量低品质差，一度心理焦虑，寝食难

安。“后来慕名找到唐老师，他手把手教我育苗、种植、防虫
治病，我在下半年就喜获丰收，而且我的贝贝南瓜产品品相
好、口感好，由原来一斤不到1元的价格卖到一斤出货价2.2
元，从此我树立了信心，扩大规模带动了当地50多户村民以
务工或合作方式共同打造产业化品牌，在发展农业之路上越
走越远”。

奉献，结满硕果
呕心蔬菜嫁接育苗及标准化栽培等技术研究近20年

来，在广袤的八桂大地深耕广播，唐小付为农民脱贫致
富，农业创新发展，乡村振兴奉献了智慧和力量，用行
动和成果践行了他的初心。

不仅奋战在田间地头，在长期从事蔬菜方面的教学
和科研工作过程中，他还先后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 8
项、地市级科研项目6项，获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南宁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参与主编出版《草莓种植
新技术》《农药使用新技术》《科学施肥新技术》《温室大
棚蔬菜栽培新技术》《西瓜栽培新技术》等著作5部，发
表学术论文20多篇。

他研发并示范推广了蔬菜嫁接育苗及标准化栽培技
术、蔬菜北苗南育新技术(桂西北地区早春栽培的瓜类和
茄果类蔬菜在南宁、北海等桂南地区培育，克服了桂西
北地区冬季及早春低温弱光对蔬菜育苗的影响，提高了
蔬菜种苗的质量、降低了育苗成本，提早蔬菜上市时
间)、设施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设施蔬菜水肥一体
化技术等多项技术成果，累计示范推广蔬菜优良新品种
80个，蔬菜新品种增产12%以上，累计新增产值超过1.5
亿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近20年来，唐小付不仅服务马山县“三农”收获成
效，还用保姆式的技术服务指导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镇
的村民袁庆建成了1个面积530亩的大棚果蔬生产示范基
地和 1 个年培育 1000 万优质蔬菜种苗的工厂化育苗基
地，并成功创立了广西首个现代农业创业孵化基地，吸

纳164户农户入驻 （贫困户32户），已成功孵化46户 （其中

贫困户4户），直接带动400多人就业。同时基地还积极开展
“阳光助残扶贫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累计开展培训 320 人

次，带动扶持农村残疾人100余名，其中建档立卡残疾人
73名。

近年来，唐小付每年下乡开展科技服务超过 180 天，
技术服务超过1000人次，切实为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每年开展高素质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
班超过25期2000余人次，注重理论教学与田间实践教学相
结合，提高学员应用农业新技术的实战能力，得到农民学
员们的高度认可。

他义务为广西百圣美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北海市德
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南宁市连心兴西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近20多家农业企业或合作社提供技术服务，指
导14名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开展农业创业。其中广西百圣美
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唐小付的指导下，在良庆区那马镇
坛良村建立了面积为450亩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带动
50多人就业 （其中贫困户23户），建成了广西首个“星创
天地”基地，成为南宁市农业龙头企业。2012年以来，唐
小付指导南宁市青秀区刘圩镇连心兴西瓜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发展西瓜种植近10000亩，带领近200户贫困户通过发
展西瓜种植实现脱贫致富；指导南宁市起源蔬菜专业合作
社在西乡塘区双定镇秀山村建立了350亩的蔬菜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带动3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2020年，唐小
付还参与在自己家乡桂林市临桂区庸镇泗林村建立的全国

首个村级“博士工作站”的建设。通过指导农业企业和合作
社以“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发展蔬菜和水果

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
富，为当地实现科技扶贫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他还培养了大批专业
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作着贡献，他的学生刘
彦，现为南宁市图治农业
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广西新佳恒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销售总监，
拥有西瓜基地 800 亩、彩
椒大棚基地 600 亩、沃柑
基地 200 亩，都取得了较
好经济效益，同时农资年
销售额约5000万元。

他的事迹还被人民日
报、科技日报、广西日
报；人民网、中国新闻
网、央广网、学习强国平
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媒
体多次宣传报道。

他是一位教师，也是
一位“新农人”。肩承责
任，满身干劲。他用浓厚
的“三农”情怀和扎实的
脚印，用自己的努力，改
变着曾经贫瘠的土地和贫
穷的乡村，以无私的奉
献，践行着滚烫的初心。

在脱贫攻坚、在乡村
振兴征程，他最美！ （刘娜利）

愿做深耕者，广播惠农人
——记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我校唐小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