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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小院十问十答
①什么是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是由中国农业大学资

源与环境学院于 2009 年在河北省
曲周县首创的集科技创新、示范推
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基层科技服
务综合平台。科技小院师生长期扎
根农业生产一线，与农民同吃、同
住、同劳动，围绕“三农”发展亟须解
决的科研人员与农民脱节、科研创
新与生产需求脱节、高校研究生培
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与农民、
企业和政府“零距离、零时差、零门
槛、零费用”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创新实践，以实现作物高产和资
源高效为目标，致力于引导农民进
行高产高效生产，促进作物高产、资
源高效和农民增收，逐步推动农村
文化建设和农业经营体制变革，推
动农业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探索
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②科技小院的结构是
怎样的？

一个典型的科技小院由以下元
素组成：一个农家小院、一名或多名
研究生、一批科技农民、一些基本的
科技培训和科技服务设施 (如大喇
叭、科技小车、宣传册等)、科技试验
田和技术示范方等。

小院住所一般设在农村、农场
等群众能够方便到达的地方，以利
于与农民交流沟通。例如选择村委
会作为住所更容易获得村民的信任
感，同时村委会一般在农村中心，是
农户日常聚集最频繁的地点，有助
于开展培训活动。

每个小院至少有 1 名常驻的研
究生，但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大部
分小院配备两名研究生和 1 名指导
教师，如果条件允许还会再配备一
名课外导师。配备两名研究生是为
了让他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督促。
指导教师是必须的，一般由研究生
的导师担任，不仅可以指导研究生
开展研究、服务等工作，也是研究生
遇到问题的第一咨询人。课外导师
一般由当地政府官员、企业家、当地
技术专家承担，要求具有研究生学
历，并且具有中高级职称。课外导师

是研究生在当地开展活动的保障，
例如政府官员可以提供更好的组织
协调，企业家可以解决资金和推广
问题，当地技术专家可以提供技术。

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将知识
进行本地化，科技农民主要协助科
技人员开展各项技术集成创新和示
范推广活动，结合科技培训设施（比
如培训场所、设备）、服务设施（比如
科技小车）以及宣传设施（比如科技
长廊、科技喇叭），将集成技术进行
技术培训、服务和推广，同时在科技
试验田展开试验研究以及示范培
训，最后通过科技示范方展示技术
成果。

③科技小院具有什么
功能？

科技小院具有科学研究、示范
推广、人才培养和农村文化建设等
四方面的功能。

以曲周科技小院为例，曲周科
技小院主要开展以下 5 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科技人员深入基层一线的
科技小院，融入基层干部群众之中。
二是在融合基础上围绕生产问题开
展“双高”技术的集成创新。三是在

“双高”技术集成创新的基础上进行
示范推广。四是在技术示范推广过
程中推动农村文化建设。五是在开
展技术集成创新、示范推广和农村
文化建设的基础上探索人才培养，
尤其是研究生培养的模式。

④科技小院是怎么产
生的？

进入新世纪，中国农业发展所
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在保障粮食
安全的同时，需要大幅度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保护环境。中国满足未来
人口需求仍需要增加 30％以上的粮
食供给，然而，一直以来，中国粮食
产量的增加高度依赖化学品的投
入，尤其是化肥，同时对灌溉用水的
消耗巨大，粮食生产的资源利用效
率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水体
污染、土壤酸化、大气污染等情况也
日益严重。不合理的化学投入品施
用也严重制约了农产品品质的提

高，严重制约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为此，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迫切
需要从“高投入—高产出—高环境
代价”的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众多因素
严重制约着农业向绿色发展模式的
转变：一是农业科研与生产实践脱
节。二是农业技术示范推广体系不
完善、体制不健全。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
盘活“三农”人才，培养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队
伍。近年来，农业相关人才严重缺
乏，一方面农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
都出外打工，劳动力流失严重。妇女
和老年人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他们接受新技术能力弱，生产积极
性差，导致农业生产缺乏活力。另一
方面，涉农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的
科学研究课题脱离生产一线，研究
工作大都在实验室和温室中开展，
脱离生产实际，对“三农”现状缺乏
了解，对农村的生活环境存在畏难
情绪，有数据显示，超过 90％的农
业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生产一
线去开展工作，导致农业科技人才
培养方向偏离社会需求，不能为“三
农”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农业大学长期关注农业可
持续发展问题，积累了大量的科学
和技术成果，但很长间找不到广泛
应用的途径。2005 年，中国农业大学
与曲周县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曲周
县政府无偿提供 300 亩地，用于农
业技术的创新研究。在 300 亩试验
基地里面，针对作物生长过程，利用

“植物—土壤相互作用”的基本原
理，创新了一系列的单项技术和综
合技术。

到 2009 年，实验田的粮食产量
高达 10 吨 / 公顷，而与实验田一墙
之隔的农户粮食产量仅为 6 吨 / 公
顷，这意味着试验田的技术并没有
实现本地化，难以被农民接受。农大
师生在农民培训的过程中发现，与
没有参加培训的农民相比，接受培
训的农民对高产高效技术 (配方肥、
增密技术、水肥高效利用技术等)的
采用率远远高于未培训农户。同时
长期跟踪发现，利用定期培训的方

式，农民对技术接纳程度非常低，并
且大部分农民即使知道这些技术，
也不会做出相应的改变。

为此，李晓林教授和研究生曹
国鑫和雷友决定住到村里去，在村
子里租用一个院子，成立农业技术
服务站点，他们租用的第一个农家
院子坐落在河北省曲周县白寨乡村
民委员会空置的民房。驻扎初期，李
晓林教授和研究生们立即将实验站
的成熟技术向农户培训，日复一日
密集的培训引起了农户的关注，农
户开始到专家租住的院子咨询问
题，这个小院逐渐成为村里农户交
流和科技传播的核心点，当地群众
称这个农家小院为“科技小院”。

⑤科技小院有什么意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农业强不强、
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
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质量。科技小院以“解民生之多
艰、育天下之英才”为己任，扎根基
层，在“三农”一线开展科技创新、社
会服务和人才培养。其宗旨是同时
提高作物产量和资源利用效率，保
障国家粮食和环境安全，推动农业
发展方式转变，创新农业生产组织
与服务模式，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
级，助力农业强；依托产业发展，改
善农村生态环境，推动农村美；提高
农民收入，带动农民富。

助力农业强。科技小院以科
技创新、社会服务为抓手。一方面，
通过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因地制
宜地将覆盖小麦、玉米、水稻、苹果、
蜜柚、大桃、火龙果、香蕉、石榴等
135 个农产品类型的科技成果加快
转化为农民群众可用的技术；另一
方面通过技术推广培训、科普服务
活动，提升农民科学素质，为农业生
产经营者、企业管理者、农村基层工
作者全方位赋能，打造一批“带不
走”的乡村振兴人才。同时，积极探
索三产融合方式，培育特色产业，打
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推动农
业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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