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伟慧养出了饱满的三倍
体生蚝。
南方日报记者 杨兴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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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海域、三倍体生蚝、臭氧
净化……坐在何伟慧的小车上，我
问他，这些“商业机密”可以写进稿
子里吗？他说：“我从不隐瞒。”

他确实不是一般的蚝农。从
开始到现在，他都只为了给蚝农
或者说给家乡一个答案。不惜自
掏腰包先投入300万元做调研，
也不吝把自己找到的答案无私分
享给其他蚝农——那些一开始并
不看好他的蚝农。

“村镇要发展，核心还是在于
人。”何伟慧说，村里的蚝农大多
没有上过大学，不懂科学技术，只
能靠天靠海。而接受过高等教育
的渔村大学生，又不愿意回到家
乡当蚝农。“村里的不懂技术，懂
技术的不愿意到村里，总要有人
打破这个僵局，村镇才有振兴的
希望。”

何伟慧和阮奇珺都是打破僵
局的人。他们的出现，让蚝农看
到了未来的新生活：不用频繁出
海，在手机上就能实时监测养殖
区域海水的光照、盐度、溶氧、浊
度等指标，把握生蚝的生长状
态。不用害怕台风，可以远程控
制蚝排下沉两至三米，台风过后
再回升到原来的位置。不用担心
市场，同一片海域经过精准投喂
藻类，也能养出不同风味不同品
种的优质生蚝，满足不同市场的
口味需求。

村里的蚝农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台山生蚝还可以这样养。

江门面积广阔，田、山、海里都
有着丰富的土特产，等待着“科技特
派员”下沉助力，发掘和培育出更具
竞争力、能够“接二连三”的农业产
业。在这条路上，会出现许多新的
问题，也会有更多寻找答案的人。

何老板没商业机密

记者手记

拥抱新的“科学的春天”时不我待。当前，广东已吹响“加快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新的冲

锋号角，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成为广东的战略之举、长远之策。即日起，南方日报推出《科技赋能“百

千万”》栏目，通过一线走访，近距离观察科技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火热场景。敬请垂注。

●南方日报记者 李霭莹

打开车窗，湿咸的海风就灌进小车里，何伟慧终于呼吸到
了新鲜空气。

12年前，何伟慧放弃了广州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江门成立
水产科技公司，当起了蚝农。

在同村人看来，他这个蚝农当得有点“笨”。别人带几个人
出海拉蚝排，他带几个大学生去进行海水采样；别人养蚝一年赚
几万元，他创业7年反倒把300万元存款“赔了进去”。

“我想知道，到底是海洋里什么因素，造就了台山生蚝的风
味？”何伟慧带着家乡情怀，也带着科技迷的执着，想要寻找答案。

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博士阮奇珺的出现，让何伟慧距
离答案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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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蚝农
从一开始，何伟慧给自己

定位，就是要做可生吃的刺身
级生蚝——市面上的刺身级生蚝
大多是进口，而台山生蚝受限于养
殖水质，只能熟吃。

何伟慧是台山人，本科毕业后留在
广州工作。第一份工作做制药。第二份
工作做虾和贝类，也属于专业所长。在
40岁之前，他从来没养过生蚝。

2012年，何伟慧萌生了创业的想
法。“我从小就知道台山生蚝很好，但蚝
农太辛苦了。”何伟慧有几位中学同学
一直留在家乡养蚝，在平常的交流中，
他知道蚝农的不易和迷茫。

传统台山生蚝养的是白蚝，要养殖
3—5年才够肥美，因此蚝农需要定期出
海检查蚝排。这样一来，蚝农为了生蚝
和自己的安全，大多都会选择近海养殖，
水质相对次于深海。加上靠天吃饭的养
殖模式，每到夏天台风活跃，蚝排就很容
易被吹散。

“一条蚝绳大概要投入3000元，如
果投放50条绳，那就是15万元。”何伟
慧心疼蚝农，有时候养了几个月，出海
检查才发现生蚝早已没了活性，或者
吹到海里找不回来，投入的钱就打了
水漂。

台山生蚝到底应该怎么养、产业怎
么做大？作为一个搞技术出身、有水产
养殖经验的台山人，何伟慧燃起了使命
感：或许我可以帮帮他们。

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要为
这满腔热情付出什么代价。

“我不要做一般的蚝农。”何伟慧
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位——要做可生
吃的刺身级生蚝。原来，市面上的刺
身级生蚝大多是进口，而台山生蚝受
限于养殖水质，只能加工熟吃，“在开
始生产之前，我首先要搞清楚台山生
蚝为什么好吃？台山的近海能不能养
出刺身级生蚝？”

为了找到答案，他聘请了5位广东
海洋大学的毕业生，频频出海采样，做海
域调研。哪里的海水微量元素最多？哪
里最适合藻类生长？他不停在海洋中寻
找答案。

“我们在海上漂来漂去，既要给大学
生支付工资，还需要支付船费。”何伟慧
知道，同村的蚝农甚至家里人都觉得他
傻，是“把钱倒进咸水海”。

何伟慧就这样“漂了 4 年整”。
2016年，何伟慧养的生蚝终于有了第
一批产出。当时，何伟慧觉得公司的
净化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团队也锁定
了川岛这个水质最优的养殖海域，便
尝试收购生蚝加工成刺身产品，卖到
广深等一线城市。

2019年，公司开始养殖三倍体生
蚝，保证了一年四季都有产出，销售
门店数量和客户也在增加。到 2021
年，何伟慧公司的养殖规模达到 5 万
亩、4 万条蚝绳，一只刺身级生蚝的
出厂价卖到了 18 元，是普通生蚝的
近5倍。

在认识何伟慧之前，阮奇珺没来过台
山，也没养过生蚝。

科技人才短缺是台山发展的短板之
一。对此，何伟慧深有体会：“因为位置偏
远，交通不便，即使开出高薪，也难有人才
青睐。”

省市两级出台的新政策，逐渐改变
这一困境。“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东
省推出农村科技特派员科技助力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同时，江门
市科技局开展科技特派员培育“双千计
划”，以柔性引进的形式，选派1000名科
技特派员，到县镇村科技企业和基层解
决1000个技术难题。这样一来，乡镇企
业不仅可以更快、更准确地找到专业对
口的科研团队，还能获得政府专项扶持
资金补贴。

消息很快就传到何伟慧那里。台山是
全国首批国家创新型县（市），2023年夏
天，广东省科学院江门产业技术研究院在
台山工业新城举办了一场现代农业与食品
产业技术创新研讨会，邀请了10多位专家
和上百家企业面对面交流，现场，阮奇珺在
台上，何伟慧在台下。

“我们想生产更高品质、可生吃的
生蚝。”何伟慧并不满足现在的净化生
产线。

“这对生蚝的养殖环境、生产线卫生
条件、设备工艺水平的要求都非常高，我
们先采样检测生产线的微生物情况，与
市场上的优质产品做个对比。”阮奇珺回
答得很严谨。

两人第二次见面，直接约在了净化
生蚝的车间里。何伟慧向阮奇珺展示他
的净化系统：在川岛海域养殖的三倍体
生蚝，捞上来清洗和挑选后，再放进集
养池24小时，就达到可熟吃标准。再经
过48小时臭氧杀菌净化，就达到可生吃
标准。

“我想做2.0版本，不仅能净化，还要加
强生蚝的风味。”何伟慧解释，譬如增加藻
类品种，让生蚝更加鲜美。

“我们先弄清楚，到底是海洋里什么因
素，造就了台山生蚝的风味？”阮奇珺问出
了那个问题。

对于何伟慧来说，这是疑问，更是答
案。他强烈地感受到，阮奇珺是那个能帮
助他找到答案的人。

频繁在海上漂来漂去的生活又开始
了。在过去的半年里，阮奇珺和广东省科
学院江门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至
少每个月跑一趟台山，要么在海上进行海
水采样，要么在厂里采样生蚝，然后再拿回
广州。依托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优势技术力量，
他对样本进行风味和全营养组分的表征和
成因分析。他很清楚自己要发挥的作用：
通过产研结合，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根据研究计划，阮奇珺估计两年内就
能完成全部内容，给何伟慧一个答案。

生蚝博士

“我们先弄清楚，到底是海洋
里什么因素，造就了台山生蚝的
风味？”

何伟慧算过，从40岁到50岁，他找到了两个答案：一
是养三倍体蚝比养白蚝好，养殖时间大大缩短了一半，并
且能保证每天稳定出货。二是川岛海水比较好，几乎不
受污染，适合养蚝。

下一个10年，他除了想解答造就风味的问题，又冒
出了很多新的疑问：养在深海的蚝排如何提高抗台风能
力？怎么推广三倍体生蚝，降低蚝农的养殖成本和风
险？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台山生蚝如何提高
附加值做大产业？

这些问题，何伟慧正在着手一个个解决，并且得到
了资本的青睐，开了新的企业大襟岛蚝业科技（台山）
有限公司。何伟慧计划先在川岛海域“落地”生蚝牧
场，设计出可以抗击台风的自动升降蚝排养殖系统。
这样一来，蚝排就可以沉降到深海躲避台风。然后在
川岛上建一个蚝苗场，进一步提高三倍体生蚝的养殖
覆盖率，全年供应台山生蚝。

最后，他想做一个产业园，带上身边的朋友和村民一
起做“科技蚝农”，用更科学、智能化的手段养殖生蚝，提高
整个产业链“接二连三”的综合竞争力。寻找答案这么久，
他最终目的一直没变：让台山生蚝卖出更高的价格，让蚝
农过上更好的生活。

对这些目标何伟慧心里有底，有望在短期内找到答
案。他没底的，是10年后的事情。

“我很担心人才不够。”何伟慧明白，“科技特派员”阮奇
珺的到来只能帮助他解决眼前的问题。“什么时候不再需要
特派员，县镇村的产业也能吸引或者培养更多科技人才？”

这两年，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的春风吹到了海边，
加上公司的规模和名声逐步扩大，主动投简历应聘的应届
毕业生多了不少。蚝厂里的“90后”越来越多，何伟慧想让
他们快点成长起来。

“不如让厂里的技术人员来我们这里接受培训，帮
助他们更快熟悉课题的思路和操作的方法。”江门产研
院和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共同发出邀请。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去年 9 月开始，蚝厂
里的员工陆续分批到广州接受培训。负责培训的特派
员团队人员、高级实验师黄启红说，我们“手把手”地
示范讲解微生物的检测方法，包括培养基的配制、仪器
的使用等，“以后在厂里的实验室也能完
成日常检验检测，提高产品全流程质量
把控。”

何伟慧开始畅想，现在企业有
专属的特派员智囊团，遇到各种
问题都能快速找到专家帮忙解
决。“或许10年后，我们厂里也
培养起一支强大的科技团队，
解决今后面临的技术难题。”

产业科技共赴春天的故事，
写在海边，也写在江门大地上。
截至目前，1450多名来自高校、
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科研人员
加入江门科技特派员库，比2022
年增长超 3倍。包括阮奇珺在
内，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
大学、省科学院、省农科院、广东
药科大学等357名科技特派员，
奔忙在企业、园区、乡镇一线。

过去12年，何伟慧那辆小车
开了40万公里。现在，车上的人
越来越多，他们驶向答案，也驶向
未完待续的一个个疑问。

十年计划
他想做一个产业园，带上身边的朋友和村民一

起做“科技蚝农”，用更科学、智能化的手段养殖生
蚝，提高整个产业链“接二连三”的综合竞争力。

△何伟慧养出了饱满的三倍
体生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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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海域的蚝排。 受访者供图

△阮奇珺（右）在工厂里检查生蚝
的净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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