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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回信，提出殷切期望，希望同学

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

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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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09年在河北省曲周县成立第一家科技小院开始，目前中国农业大学已在全国牵

头建立了 139 个科技小院，将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并和众多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形成

了协同创新的良好局面。科技小院取得了什么成绩，收获了哪些成果？请看 3 个科技小

院的故事。 ——编 者

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

“长”在地里 治“大学问”

云南大理洱海边，一群师生来自五湖四海，

他们的“家”是古生村科技小院。

2022 年 2 月，小院正式揭牌。科技小院做什

么？“保护洱海，发展绿色农业，让老百姓腰包鼓

起来。”科技小院负责人、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金

可默说。

初来乍到，不是所有村民都认可科技小院。

师生吃饭时，有村民趴在窗口盯着他们，一位村

民更是直言：“你们来能帮我们做什么？”

村民的疑虑并非没有道理。科技小院会不

会是一阵风？

流经古生村后注入洱海的阳溪，是苍山 18
条溪水之一。守住绿水青山，洱海流域严控污染

物排放。污染物从哪里来？不同季节、区域又有

什么差异？搞清楚这些基本问题，保护洱海才有

科学的依据。

2021 年 11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邀请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张福锁院士来考察并建起科技小院，这

是初衷。

“我们沿着水系，设置了 22 个监测点，取样、

记录、分析水质，摸清流域污染情况。”汤博文告

诉记者。这位中国农大研究生，是科技小院面源

污染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

研究小组逢雨而动，有时早晨 5点就要直奔田

间，淋着雨待到中午。“穿着雨衣，外湿内闷，又不抗

冻，我一个小伙子都冷得直打哆嗦。”汤博文说。

分析样品后，研究小组初步得出结论：看比

例，古生片区村落污染占 39%—51%，农田面源污

染占 35%—55%——后者比调查前预计的低。

“这些数据，对科学指导农田养分管理价值

很大。”研究小组成员王明阳解释说，了解农田流

失了多少养分，结合当季作物产量、施肥量等信

息，就能明确作物养分需求量，从而精准施肥。

洱海流域发展农业，一直受“高值不绿色、绿

色不高值”的困扰。比如，一些蔬菜价钱好，但耗

水耗肥，污染比较大；水稻等农作物污染小，但产

值不高。破题之策，在于以需定肥、优化种植模

式，让农业生产既生态又高值。

做到这一点，单靠一个团队不行。依托科技

小院，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大理大学等高校专家成立了联合团

队，搭建起绿色种植研究平台。云南农垦等企业

也参与进来，村里合作社拿出 100 亩地当试验田

……20 多家单位，20 多位高校教师，100 多名研

究生长期驻扎，张福锁说：“我们要打一场洱海科

技大会战！”

油菜是洱海流域重要经济作物。去年 3 月

到科技小院后，中国农大博士后王康瞄准的，正

是多用途油菜（菜薹）绿色生产技术。

“洱海流域土壤有机质高，油菜养分投入很

大，却只收油菜籽，产值低。水稻、油菜轮作，一

亩地年产值只有 3400 元。”王康调研后发现。对

症下药，小院师生指导农民优化用肥和种植，水

稻—薹油两用油菜轮作、水稻—油菜薹轮作、周

年油菜薹种植等三种模式落地生根。

油菜收获时节，王康差不多“长”在地里：“新

模式施肥少了，菜籽产量高出一大截，还收获了

菜薹。以水稻—油菜薹轮作为例，保守测算，亩

产值超过 1 万元。”

变化的不只是油菜。试验田里，绿色水稻亩

产突破 800 公斤，产量提升 30%以上。监测显示：

采用绿色种植新模式后，减氮 11%、减磷 55%，稻

田径流污染物负荷显著降低。前不久，大理市决

定：推广小院水稻种植模式，在洱源县一次拿出

2 万亩做示范。

莴笋、蚕豆……更多绿色种植模式正在探

索。“小院的实践证明，协同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

可以兼得。”金可默难掩自豪。

古生村耕地基本已经流转，如何直接增加村

民收入？培训农民拍短视频，靠电商致富。

去年 10 月首期培训班开班，科技小院的学生

王冬梅记忆犹新：第一天来了 30 人，第二天只有 1
人。何故？讲得不接地气。他们一边调整内容，

一边动员村民，第三天前来听讲的 10 位村民感到

教得“有意思”。人越来越多，最后一场，课堂挤了

60多人，有些农民从别的村子专程赶来。

短短几个月后，两位村民何利成、赵财红拍

摄短视频，吸引了数量可观的粉丝。

组建白族刺绣工作室、科普水资源利用、入

户宣传垃圾分类……瞄准乡村振兴，丰富多样的

课题正在有序推进。

如今，入户调研时，村民时常邀请科技小院

师生留下吃饭，并叮嘱：“举办什么活动，别忘了

叫上我们。”

谈起在学校做基础研究、写论文，金可默说，

在科技小院，看到自己的工作帮到了农民，学生

也顺利成长，比论文刊出更有成就感。

与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合作，王康

很欣喜：“多元化的视角，拓宽了自身研究视野。”

学生们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王明阳不善

言谈，起初在展板前为参观者讲解时，紧张得发

抖，嘴巴里蹦不出几个词。实践锤炼了自信，如

今与农民、专家交流，她已经从容自如。

在湖南隆回县乡村长大的科技小院学生阳琼

霖坦言：22岁“回”农村读研究生，一开始不知道自

己能干什么。“深入乡村，让我看到自身价值。”

科技小院的师生基本全年无休。为更好推

进下一步工作，今年“五一”，他们带着问卷走村

串户，了解项目的影响，查找存在的问题。

“在古生村，我们治的是‘大学问’。”科技小

院师生告诉记者。

“什么‘大学问’？”

“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梨树科技小院

土地作“黑板” 作物当“教材”

吉林省梨树县四棵树乡三棵树村，村头有一

栋白色二层小楼，楼后成片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

头。楼前小院的门垛子上，“科技小院”的牌子格

外醒目。进进出出的，是一群农民打扮的年轻人。

这里就是梨树科技小院所在地。时值玉米

生长关键期，1 个多月来，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

沙野每天早晨 6 点起床，在试验田里一泡就是一

整天：测土、播种，跟踪玉米生长、分析土壤数据、

做施肥与土壤耕作实验，样样不落下。

“做试验和示范，工作要比一般农户做得细致，

这既是‘种地’，也是科研，需要更加用心。”沙野说。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共同

建立科技小院，在梨树县开展玉米高产高效种植

技术，试验和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小院

成立至今，80 多名研究生在此扎根，短则一年，

长则五六年。从硕士读到博士，这是沙野在小院

的第六个年头。

“ 我 们 的 研 究 到 底 能 不 能 用 ，怎 样 才 能 用

好？”这个问题曾长期困扰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米

国 华 。 何 不 带 学 生 去 东 北 做 玉 米 高 产 高 效 实

践？当张福锁院士向他提议时，米国华欣然答

应。这正中他的下怀：在生产实践中解答困惑。

2009 年，科技小院与梨树县农技推广站合作

开展“玉米高产高效竞赛”，既了解农户生产需

求，也建立技术传播渠道，更发掘了一批爱农业、

想在农业上干出大事业的农户。

竞赛吸引了上千人参与，米国华有了信心。

不多久，6 名研究生分别进驻四棵树乡三棵树村

和小宽镇西河村开展调研、试验和农技推广，科

技小院正式在这里“安家”。

一开始，不少农户对城里来的大学生并不信

任。“你们拿尺子量根、叶子这些东西有啥用啊，

现在就能量出哪个产量高吗？”三棵树村村民姜

云飞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困难没有难倒小院师生。农户不明白的技

术细节，他们绞尽脑汁地用大白话解释；农户不

相信出苗效果，他们就直接把示范田建在农民地

里，让农户“眼见为实”。他们引进先进农机，建

立了“条耕技术”，使秸秆的覆盖免耕得到有效推

广……春种到秋收，小院的师生工作在地里，吃

住在村里。

如何让更多农民用上好技术？多年的实践

中，小院师生想了很多办法，最终找到了思路。

“‘玉米高产高效竞赛’中有的农户打破高产纪录，

但应用面积增加慢，主要是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

影响了技术推广效果。”曾在小院工作 6 年、如今

是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的伍大利告诉记者。

2012 年，高产示范户郝双带领本村农户开展

规模化经营，小院为这家“双亮合作社”制定了种

植技术规程和管理方案，当年就实现规模化种植

110 公顷，节约成本 10%、平均增产 25%，每户增

收 5000 至 8000 元。

以合作社为平台，梨树县建立了科技小院联

盟。“联盟以‘点对点’服务为机制，安排学生开展

从种到收的全程技术跟踪，并开展联合培训、联

合试种等。大量新技术得到应用，取得了良好效

果。”受小院社会服务经历影响、毕业后继续从事

农业技术推广的赵英杰说。

合作社、科技小院联盟，推动实现了技术服

务全面化、技术应用规模化。

“我有农大的研究生做同学、农大的教授当

老师，需要的先进技术都不缺。”卢伟说。他是一

家农机合作社的理事长。近些年，科技小院学生

的技术支持和跟踪服务，成了这家合作社的“金

字招牌”。如今，该合作社入社农户 176 户，耕地

面积达 690 公顷。

“科技小院成了农户打开视野的窗口，也是

科研部门调整研究方向、服务基层农户的窗口。”

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说。

“送走一茬茬大学生，科技小院留下了一项项

实用的成果。“小院学生与农民交流，能发现很多

农业生产一线的问题。简单的，就从书本上找到

答案；复杂的，就用科研手段来解决。”米国华说。

拿土地作“黑板”，把作物当“教材”。14 年

来，梨树科技小院累计培训农民 2.5 万人次，技术

推广面积 3 万多公顷。在此驻扎过的研究生完

成毕业论文 30 余篇，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

20 余篇。科技小院还与县农技推广总站合作，

将技术辐射至东北地区 300 多个合作社。

科技小院让科学家成了“农民”、农民成了

“科学家”。“深松土地不能浅，选种包衣是重点。

适时早种别太晚，合理密植别太远……”如今，谈

起技术，梨树县很多农民头头是道。

村 民 杨 青 云 自 主 设 计 了 简 易 式 秸 秆 归 行

机，2016 年申请专利，批量生产并投入使用；村

民宋国峰不仅是一家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还

评上了省中级农技师的职称；村民在务农之余，

还会来小院当实验员，打土钻、清洗扫描玉米根

系，干起细活也不含糊……得益于科技小院，一

批“科技农民”快速成长。

曲周科技小院

教授变“农民” 农民变“教授”

“李老师，我家麦子被虫咬了，到底咋回事？”

河北省曲周县白寨乡的村民吕志海攥着一截麦

苗，火急火燎地冲进村西头的科技小院。听到声

音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研 究 生 李 蕙 赶 忙 迎 了 出 来 ：

“走，咱们地里瞧瞧去。”

经过田间观察，李蕙指导吕志海调整麦苗养

护方式。没过多久，麦田重现生机。

这样的故事，在科技小院屡见不鲜。

曲周科技小院是中国农业大学在全国建立

的第一个科技小院。10 多年前，张福锁和同事

在曲周调研后，产生了强烈的共识：“上一代前

辈治碱来解决粮食生产和安全问题；我们这代

人，要探索农业高产高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会议室里，讨论异常激烈。

“ 只 有 技 术 深 度 融 入 农 村 ，才 能 让 农 业 大

变样。”

“团队一年能发 100 多篇国际论文，但父老

乡亲谁读论文？我们能不能到生产一线去，根据

生产需求来做科技创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培养

新人？”

“ 不 能 再 住 实 验 站 了 ，必 须 住 到 农 民 中

间 去 ！”

2009 年，张福锁率队住进白寨乡一处废弃的

院子，“从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把科技送到农民

身边”的生动实践开始了。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组织培训、传播农业技

术。一批批来自中国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的师生与曲周县农技人员一起，每年 200 多天

待在科技小院。

一场大风过后，白寨乡的玉米倒了一大片。

农民急了想去扶，科技小院师生全体出动，劝说

农民：不能扶秆子，扶了就坏了。果然，过了一段

时间，那些倒伏的玉米自己拐了个弯儿，又长直

了。收获的时候，玉米产量还不错。当地人伸出

了大拇指。

10 多年来，科技小院开发、引进了测土配方

施肥、小麦玉米精播等 25 项技术。眼见着收成

好了，农民打心眼里认可科技小院，一有问题就

主动找师生们咨询。

调研时饿了，师生们就蹲在田埂上，卷着大

葱吃大饼。他们个个晒得黝黑，干起活来如同

“老把式”，耕地时拖拉机开得贼溜。培训老乡

时，没有了文绉绉的专业术语，而是接地气的家

常话。

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让教授变成了

“农民”。科技小院制定了零距离、零时差、零门

槛、零费用的“四零”原则，确保技术推广一对一、

手把手、全覆盖。

师生们告诉记者，科技小院的成功，不只是

推广了农业技术。更重要的是，它把科研人员和

农民联结在一起，农民认可科技小院，打心眼里

相 信 科 技 ，激 发 了 他 们 学 科 技 、用 科 技 的 内 生

动力。

师生们发现，只有让农民变成“教授”，才能

形成科技兴农的良性循环。通过培训，科技小院

培 养 了 一 批 技 术 型 农 民 ，提 高 了 农 业 技 术 应

用率。

科技小院的墙上，写着中国农业大学的校训

“解民生之多艰 育天下之英才”。

第一次动员师生们下地时，张福锁讲了一

个“实”字：“这个字像一个人头戴着一顶草帽

——我们要下到地里，老老实实帮老百姓解决

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林又提了一个“思”

字：“应该把心放在农民的田上。”

如今，这两个字成为科技小院的准则。

驻村早期，有学生不理解：“好不容易从农

村考入北京，为什么又把我打回来？”有的学生

一 时 不 习 惯 农 村 劳 作 生 活 ，心 里 难 免 有 抵 触

情绪。

科技小院要做好，老师要带好头。他们言传

身教，帮助学生扎下来、沉下去。

在科技小院，学生既是研究生，要搞研究、写

论文；也是老师，要给农民讲课；还是技术员，要

下田指导农民。曾经寡言内向的学生，如今面对

几百个老乡能自信大方地讲两小时；有的学生

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洗衣做饭样样精通，惊呆

了来探望的父母。

历经锤炼，老师对科技小院的学生刮目相

看：“他们的眼睛是发光的。”

大地不仅收获粮食，也产出学术成果。并没

有专门奔着写论文的目的去，但过去 10 多年中，

科技小院师生撰写技术专著 10 多部，发表学术

论文 400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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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小 院 硕 果 累 累 ， 成 功 的 秘 诀 何

在？扎根一线、贴近生产、服务群众。一个

院落、几间农房，小院虽小，却在实践中成为

创新的大平台，做出了“把论文写在田野大

地上”的大文章。

科技小院的师生们住在村里、“自找苦

吃”、接足“地气”，农民们遇到的问题，书本

上有的就去书本上找答案，书本上没有的就

转化成课题来解决。实践证明，做好一个科

技小院，能改变一个产业，服务一大片农村，

造福一大群农民。它不仅走出了一条打通

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新路，也为科

技人才培育带来了更多的借鉴与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科技和人才。新时

代新征程，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

创业的广阔舞台。一个个科技小院，背靠广

袤的田野，凝聚着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

展、相得益彰的蓬勃力量，孕育着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零距离服务“三农”的创新实践
谷业凯

①

②

③

图①：科技小院学生在河北曲周王庄科技小院和农民讨论玉米种植技术。 张宏彦摄

图②：沙野（右）和同学在试验田里组装光合作用测量系统。 张 楠摄

图③：张福锁（右一）和小院师生在云南大理古生村了解水稻种植情况。 赵 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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