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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的科技小院
一间院落，三五农舍，科

技小院在广袤田野并不起
眼。

科技助农，乡村振兴，科
技小院蕴藏着新质能量。

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
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
院的同学们亲切回信，肯定
小院青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

“自找苦吃”的精气神和解民
生、治学问的生动实践，勉励
同学们厚植爱农情怀，练就
兴农本领，为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
量。总书记的回信在中国农
业大学师生中引发强烈反
响，亲切的关怀、殷殷的期
望，令全校师生深受鼓舞。

2024 年，科技小院成立
15 年了，目前，全国已建立
科技小院 1200 多个。15 年
来，科技小院的师生们把实
验室建在田间地头，让青春
扎根乡村沃土，将贡献写在
祖国大地，实事求是、脚踏实
地，为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
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
的张福锁教授带领团队师生
在河北省曲周县白寨开展大
田试验，当他们看到农民用舌
头“品尝”的方法来鉴别化肥
的真伪时，大受震撼：在几百
公里外的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校园里，农学专业的学生们学

习过多种关于化肥的分析方
法，不但可以鉴别真伪，还能
分析肥力、吸收转化效率。然
而，在田间地头，老乡们离这
些“科技”却那么遥远。再看看
自己的实验站里，农作物长势
喜人，产量很高；而一墙之隔
的农民地里，庄稼出现倒伏等
严重问题，产量很低。面对如
此反差，师生们心情复杂。就
在上一年，张福锁教授团队全
年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100 多篇论文，成果丰硕。这
时，张福锁教授清醒地提出了

一连串问题：咱们发这么多文
章，老乡们能读懂吗？实验室

（站）里获得的研究成果，书本
上学到的知识，有多少能用到
田间地头？怎么用？老乡们能
不能接受？

师生们决定住下来、待
下去，边教授知识，边操作示
范，与老乡一起，用实践来回
答这些问题。这一年，张福锁
教授团队的李晓林教授在农
家院子里住了 300 多天，真
正从教授做成了“农民”。朝
夕相处，师生们收获了老乡

的信任，顺利示范了科学种
田技术，解决了老乡们地里
遇到的问题。老乡们说，你们
把科技带到我们农家小院来
了，咱们就叫“科技小院”吧。
李晓林教授扎根的这个农家
院子成为了第一个科技小
院———白寨科技小院。

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
成江海。15 年来，科技小院蓬
勃发展，从一个到上千个，不
断点燃师生们强农报国向下
扎根的热情。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精

准扶贫”重要理念引领下，更
多师生走出“象牙塔”，走向田
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
费用”服务农民和农业产业。

“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
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我国高
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习近
平总书记 2019 年 9 月给全国
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
代表的回信，进一步坚定了科
技小院师生扎根一线服务乡
村振兴的信心和决心。15 年
来，科技小院累计服务近 600
个贫困村、4.8 万个贫困户、
17.7 万贫困人口，2023 年荣
获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2024 年“推广科技小院模式”
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张福锁教
授 2018 年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奖创新奖。科技小院还走出了
国门，推广到老挝和非洲 8
国，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重
点案例向全球推广应用。15
年来，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们
与科技小院共同成长，在亲身
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伟大实践中，实现着自己的人
生价值。

解民生，是科技小院的
初心，更是农民对农业科教
的热切期盼。科技小院发起
人张福锁教授说，“我们要

‘实’，实实在在的‘实’。
‘实’字就是你头戴一顶草
帽，下去老老实实帮老百姓
解决问题。 （下转第 2 版）

◎4 月 8 日，中国农业大学东区图书馆，一名同学从“厚植爱农情怀 练就兴农本领
科技小院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治学问”专题展览前走过。 本报记者 何志勇/ 摄

创建科技小院 走村入户解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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