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1 版）帮一个算一个、
帮一家算一家。”15 年来，科
技小院的师生们深入乡土，
走村入户，面对面传授，手把
手教会，帮助老乡们学科技
用科技，从科学种田、增产增
收，到多产融合、乡村振兴，用
实实在在的付出践行初心。

科技小院的师生们住进
乡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打破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
米”的屏障，帮助老乡们学会
科学种地。64 岁的吕增银是
种庄稼的老把式，做什么都
要做到最好，可他承包的 20
亩地，无论怎么用心，产量总
是偏低。2009 年春天，得知白
寨科技小院建起来的消息，
吕增银十分激动，又有些怀
疑。为了验证专家们介绍的
高产高效技术的效果，他把
其中的两亩地交给科技小院
的学生曹国鑫耕种，剩下的
地则由自己精心照料。“多浇
水多施肥，小麦长得肯定错
不了”，抱着这个传统观念，吕
增银“偷偷”在地里施了很多
氮肥，水也比那两亩地多浇
了一次。没想到收获时一实
测，他种的小麦亩产量却比
曹国鑫种的低 50 多公斤。“施
肥时机不对，量也多，麦秆长
高了，反倒引发倒伏，影响了
产量。”曹国鑫耐心细致的讲
解，让吕增银第一次有了“科
学种地”的概念。这之后吕增
银爱上了“科学”：没事就到地
里观察作物长势；发现问题
后及时向“老师”咨询；晚上还
积极到大学生们开办的田间
学校去听课……很快，在科
技小院帮助下，吕增银掌握
了科学的种植方法，第二年
小麦亩产大幅提升。

在科技小院师生指导下，
不仅吕增银的田地获得了高
产，全村人的种植观念也发生
了变化，科学种地的观念逐渐
深入人心。“别看水肥种子用
得少了，产量还高了。现在村
里好多乡亲都外出打工了，但
我在家一人能种 100 亩地，收
入也不低！有科技小院做后
盾，我干啥都有劲儿。”吕增银
自豪地说。“教会农民科学种
地，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转换成
农民增产增收的喜悦，对于农
科大学的学生来说，还有什么
比这更有意义呢？”曹国鑫也
很欣慰。

单打独斗进行农业生产
效率低，抗风险能力差。要想
提高生产效率，除了科学种
植，还要让老乡们联合起来
走规模化经营之路。帮助老
乡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成立
生产合作社，成为科技小院
的升级版。

郝双曾经是吉林省梨树
县小宽镇西河村村委会主
任。他 2008 年就成立了合作
社，但主要是经营农资，怎样
才能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
郝双一筹莫展。2009 年，中国
农业大学的米国华、芮玉奎
两位老师带着几位研究生来
到西河村，在郝双家建立科
技小院，这让他眼前一亮：“在
我们这搞高产高效试验，还
要探索现代化农业、规模化
经营道路，我打心眼里欢迎。”
2010 年，科技小院支持郝双
成立了全县第一个“科技专
家大院”，米国华教授亲自担
任首席技术专家。“有了小院
专家在技术方面的保驾护
航，我就大胆地把村里一帮
志同道合的乡亲组织起来，
进行规模化经营，结果平均
每公顷增产 2000 公斤，同时
成本降低 700 元，公顷节本增
效达到了 3500 元。”这让其他
农户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实
惠，纷纷加入到合作社中。

2013 年底，梨树科技小
院的博士生伍大利联合 10
个先进合作社，共同成立“博
力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聘任郝双为常务副理
事长，这让郝双有了更大的
用武之地，开始为 40 多个成
员合作社服务，也为梨树县
实现农业耕作方式、经营方
式、生活方式转变出了一把
力。

培育壮大集体经济，能
更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
力、添活力。科技小院通过推
动乡村多产融合等方式，帮
助农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
西槐庄村是镇里最偏远的村
庄之一，在科技小院落户这

里之前，因为位置偏僻、信息
闭塞、产业单一，村里几乎没
有集体经济收入。2020 年，在
北京市支持下，西槐庄科技
小院正式创建。刚开始，面对
一群 20 岁出头的“学生娃
娃”，村民们心存疑虑。但手艺
行不行，还得到地里见真章。
科技小院为西槐庄村引进了
水果萝卜、樱桃番茄等作物
品种，避开了单一作物带来
的风险，提高了土地利用效
率，实现第一轮增值。小院学
生还为农产品设计出“西槐
庄园”商标标识、朗朗上口的
宣传语以及多样的文创产
品，并从销售渠道上下功夫，
通过线下团购、线上直播带
货、开设网店等多渠道销售
村域特色农产品，镇党委、村
党支部、科技小院同时发力，
实现第二轮增值。2021 年，西

槐庄村成功踏上品质农业的
转型之路，科技小院累计为
村庄创收 34 万元，比 2020 年
翻了 3.4 倍。这两年，小院的
同学们不断探索新的种植方
案，种植的品种也越来越丰
富。2023 年，通过引进多种优
质蔬菜品种，实现种植多元
化，村集体收益达 103 万元。
同年，科技小院又通过发掘
西槐庄村文化与旅游资源，
推出“共享菜园”认养模式。由
此，科技小院带动西槐庄村
尝试将第一产业、第三产业
融合发展，进一步助力村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

从促进小农户增产增收
的 1.0 版本，到助力产业兴
农的 2.0 版本，再到推动乡
村振兴全面发展的 3.0+ 版
本，15 年来，科技小院紧紧
围绕“三农”发展的重要需

求，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农业强
国贡献力量。

“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
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
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
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
事业中。”习近平总书记的谆
谆教诲激励着科技小院的师
生们脚踏实地治学问，深入
群众、扎根群众，以学促干，在
干中学，循着真问题找到教
学科研的突破口，凭着真本
事助力现代科技与传统农耕
加速融合，让科技的力量带
着种子破土，让小院子撑起
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大平
台，做出服务“三农”大文章。

“在实践中增长真学
问、练就真本领”。这是陈广
锋对自己的要求。2014 年，
博士一年级的陈广锋进驻
山东省德州市乐陵科技小
院。刚到时，陈广锋听不太
懂当地方言，也不知道怎么
与农民交流，没办法解决农
业生产实际问题。令陈广锋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
和当地农业局技术员一起
指导麦收时，一位大爷问“为
什么我家麦粒是空的”，陈广
锋绞尽脑汁也不知该如何作
答，切实感受到了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差距。为弥补自己
在生产实践上的“短板”，陈广
锋拜当地农技专家为老师，
刻苦学习技术经验，每天都
去田间地头走一走，和老乡
们聊天，收集各种田间生产
问题。 （下转第 3 版）

脚踏实地治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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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的科技小院

◎2022年 9月 24 日，张福锁教授团队在云南大理古生村与地方农业主管部门负责
同志及当地村民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 赵瑜 / 摄

◎2023年 5月 13 日，在河北省曲周县育苗产业园，苗乐园科技小院的学生在查看无
土栽培蔬菜。 新华社记者 岳文婷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