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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
有机循环与有机农业科技小院
天气：晴 气温：12-24℃
风力：2级

今天是我 2024 年在小院驻扎
的第 96 天，总驻扎的第 461 天。今
天是我们油菜组的“大日子”———洱
海流域绿色高值菜油两用型油菜田
间测产与观摩会，我们策划了很长
时间，做了很多准备，终于到了检验
我们这半年来努力成果的日子了。

上午七点半，我们就来到了农
垦试验地里，开始布置今天油菜测
产节的活动现场，挂横幅、摆放展板
和需要展示的产品、准备测产工具
……大家分工合作，一切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

九点，活动正式开始。活动第一
项是油菜组全体成员分别进行展板
讲解，首先，由张顺涛师兄向领导和
老师们整体介绍了我们的洱海流域
绿色高值菜油两用型油菜的模式构
建，然后由我向大家介绍我的油菜
基追比以及养分根层调控试验的研
究背景及试验取得的进展：

传统的种植方式往往存在养分
利用率低、产量不稳定等问题。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我进行了对油菜基
追比以及养分根层调控技术的研
究，在油菜的生长过程中，合理的基
追比能够确保油菜在不同生长阶段
获得充足的养分，使得养分的供应
和油菜的生长需求能够更好地进行
匹配，从而提高产量和品质；而养分
根层调控技术，则是针对油菜根系
对养分的吸收特点进行的研究，我
们通过调控土壤中的养分分布和形
态，使油菜根系能够更有效地吸收
和利用养分，从而提高养分利用率。

在我之后，张博凯师弟、梁新盈
同学、霍跃文师兄以及农垦、顺丰、
云天化三个公司的员工继续介绍了
他们所做的工作。

介绍完毕，我们把老师和同学
们分为农垦和顺丰两个考种小组，
分别去到了农垦试验地和顺丰试验
地进行考种工作，并当场把数据拿
回小院进行分析，紧接着完成了测
产报告的撰写。
下午，与会领导和专家来到我们小
院，刘跃明老师作为测产组长宣布
测产结果，之后老师们进行了充分
地讨论。下午五点半，今天的油菜测
产活动终于圆满结束了。

宣布测产成果时，我们感到无
比自豪。专家组认为我们的技术模
式有效解决了洱海流域小春油菜传
统种植模式产量低、环境风险高等
问题，适宜在洱海流域扩大推广应
用，有利于保障油料安全供给、节肥
省药节水环保、农民增收，促进油旅
融合，推动乡村振兴。 （高亦洁）

北京平谷
大华山大桃科技小院
天气：晴 气温：6-20℃
风力：2级

今天的天气晴朗，经过昨天雨
水洗礼之后，空气也格外清新。今天
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果园土和山坡土
试验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及了解科技
小院的日常基本工作内容。

上午，先去试验室准备好 6 个
铝盒和铝盖用来测土壤含水量，然
后把果园土和山坡土从冰箱中拿
出，先按照不同处理的土样给每个
铝盒做好标记，然后分别称重并做
好记录，再用取样勺取 10g 的土壤
样品在铝盒中，按照每个铝盒所做
的标记分别称取，再次记录铝盒加
土的重量，随后把铝盒放到烘箱中，
105℃烘干 8 小时。做完烘土工作，
放好土壤样品后，就开始准备明天
做实验要用的实验用具，包括培养
瓶、标签纸、三通管等。

做完试验后，我熟悉了科技小
院的日常工作内容。大华山科技小
院成立以来致力于研究大桃绿色发
展技术体系，形成全生育期施肥管
理措施，研发大桃专用套餐肥，实现
大桃绿色提质增效；探索农民培训、
农技服务新模式，实现农户增产增
收；建立平谷国桃示范基地，打造平
谷大桃新样板；跟踪社会化服务，实
现“二降”、“三减”、“四新”；研发富
硒油桃；探究新型肥料对大桃产量
与品质的影响。

出门时，我发现小院的展板已
经换新了，墙上已经加上了我的名
字，这让我感觉非常骄傲，也下定决
心一定要努力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
农民服务，把智慧与汗水洒在这片
土地上，点绿成金，为中国乡村振兴
发展贡献力量！ （桑艳如、崔畅）

河北曲周
曲周试验站（傅庄科技小院）
天气：多云 气温：13-23℃
风力：2级

今天，傅庄科技小院终于要揭
牌啦！

早上六点半，我们就起来了，打
扫卫生、贴横幅、搬花篮、搬展板。没
过一会儿，王老师就带着张俊伶老
师来到小院了，我们几个讲解展板
的同学彩排一遍。昨天晚上，我写了
好几页的稿子，见到老师紧张得全
忘了。张老师帮我删减了几页意义
不大的展板，顺畅了很多，她还帮我
理清思路，告诉我不要紧张。

快十点的时候，领导们来了，三
辆车，比我想象的人多太多了。有一
个来自北航的姐姐让我印象很深，
她激动地说：“你们做的东西很有意
义和价值，虽然‘困’在这个小院，但
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有很重要
的带头作用，你们的工作真的做得
很好。”我很感动，觉得自己的努力
和成果被大家认可。

揭牌仪式结束之后，和王老师、
张老师又聊了一会儿。张老师提出
我们阅读文献上面的问题，我相比
于小院其他的同学文献阅读好一
点，我就和老师讲，我们看电子屏幕
阅读文献收获太少，还不进脑子，可
能手抄或者打印出来的英文原文文
献一点点的读效果会好很多，希望
田老师看到这篇日志可以赞助小院
一台打印机，谢谢老师。

下午没有接待任务的同学一起
去实验站了，我发现我们学院有好
多“帅老师”：宁鹏老师、杜章留老
师、陈范骏老师和刘学军老师。

最近实在是太累了，累的不想
动脑子不想说话，后面的工作还要
继续开展，加油郭佳旭！ （郭佳旭）

海南东方
火龙果科技小院
天气：晴 气温：27-34℃
风力：东北风 4级

今天的温度比昨天稍微凉爽了
一点点，虽然高温预警已经持续了
整整 8 天，太阳也一直在头顶没有
落下来过，但是地面温度相对起来
确实没这么热，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已经完全适应天气节奏了，
所以感觉不到很热，哈哈哈。

师姐她们还在三亚那边，这批
土样的测量任务还没完成，所以田
里的活暂时还得由我一个人来干，
和之前相比会在地里待更长的时
间，不过这样的日常工作我已经习
惯了。

下午的时候，我去了趟实验室
帮魏婷师姐称重盆栽实验的肥料，
这边大棚的肥料都是在过道里称，
相对应的，盆栽实验用到的肥料更
精确，所以都是去实验室用分析天
平去称。

三点多那会，太阳正是火力全
开的时候，我想着任务不少，就顶着
太阳出门了。当我把防晒衣还有墨
镜拿上之后，却发现三轮车不见了，
估计是被别人骑到田里了。还好盆
栽实验那边不需要抽水机，也就用
不到三轮车的电源，所以我想了一
下，骑电动车去实验室那边也行。

来到实验室之后，我发现烘箱
一直发出声音。问了师姐，原来是
开太久了，温度出现偏差所以会有
报警的情况，把开关扳下去之后就
好了。

随后，我就开始了称肥工作，一
共是 5 个处理，这其中每个处理要
用到五种肥料，我称到磷酸二氢钾
的时候发现剩下的磷酸二氢钾不够
用了，在试剂柜里也没有找着，看来
是用完了。问了师姐，师姐说她从三
亚回来时，再带点来。称肥的途中，
我还加了小瘦姐的微信，向小瘦姐
说明了下我这边实验需要谷胱甘肽
的情况，小瘦姐说这周就可以送过
来，真要感谢她的帮忙，实验工作可
以顺利开展。

称肥一共花了一节课左右的
时间，称完肥后，我在办公室里写
了下自己的肥料袋子，然后就拿上
了卢雪师姐的肥料来到了盆栽试
验地那边。不得不说，盆栽试验地真
的很热，我之前也问城哥这边为什
么没装大棚，城哥说这边的火龙果
树龄太短，枝条不够多，要等段时间
枝条更茂盛才能装大棚。

因为就我一个人打整块地的
肥，还是挺累的，好在我效率还算
快，一个多小时接近两个钟头左右
没有停息总算是完成了今天的打肥
工作。 （王德华）

◎4月 23日，云南大理，有机循环与有机农业科技小院洱海流域绿色
高值菜油两用型油菜田间测产现场。 （梁新盈）

科技小院的普通一天

科技小院学生长期驻扎“三农”一线，每天撰写《工作日志》进行工作总结梳理，
与学校的老师交流互动。《工作日志》既是一份珍贵的存档资料，又是一份宝贵的
青春回忆。今天，我们从 2024 年 4 月 23 日的《工作日志》中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