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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旬，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南崴
子街道南崴子村，一个破旧的院落前，数千
亩水稻绿意盈盈，田里水光粼粼。

王秋举穿着灰色的工装上衣，脸上带着
常年在阳光下劳作晒出的黑红色，笑着向本
报记者一行介绍：“这就是我们最早的小院，
全国第一家稻渔科技小院。”

吉林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王秋举，还有
一个身份是公主岭稻渔科技小院首席专家。
从 2018 年至今，她已经带着团队在黑土地
扎根 6 年之久，建立了吉林省特色的稻鱼种
作种养模式，将论文写在了白山松水的大地
上。2022年，在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举办
的“最美科技小院”评选活动中，公主岭稻
渔科技小院获得此项殊荣。

今年，“科技小院”一词第一次出现在
了中央一号文件中。近年来，科技小院模式
多次写入中办、国办以及教育部、农业农村
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发布的重要文件。
2021年至 202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连续 3年
向全球推广科技小院合作模式，称它是在生
产一线赋能小农户的典型案例。

吉林省科技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耀
辉告诉记者，在全国范围内，吉林省拥有的
科技小院数量最多，105 家。科研人员们深
深扎根于黑土地上，把实验室建在田间地
头，以科技助农，在小小院落里为广袤田野
耕耘。

在黑土地上，科技小院正在为乡村全面
振兴贡献力量。

在艰苦环境中耕耘

站在科技小院旧址前，吉林农业大学党
委书记张殿锋教授感慨：“我们的老师和学生
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不断解决着
农户面临的技术瓶颈和生产难题。”

的确，一间院落，三五农舍，南崴子村
曾经的科技小院条件一直很艰苦。

小院前，有两个集装箱。红色的，是曾
经的男生宿舍；黄色的，是曾经的女生宿
舍；上厕所，只有一个旱厕；两个集装箱交
界处，是大家共用的洗澡间，每周一三五男
生洗，二四六女生洗，洗澡的水，是靠阳光
晒热的。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王秋举夫妇带着研
究生们，一直住到了去年夏天，直到搬进
100 米外新建好的小院中。即便在新房子
里，研究生们依然睡在上下铺的铁板床上，
生活条件只是稍稍改善。

“住在这里，科研条件还是不错的。”
王秋举说，一出门就是试验田，也是整个
科研团队的“主战场”。“这些地我们可以
随便用，有什么想法都可以通过这片地来
实现。”

现实情况，当然没有她说得这么轻松。
来到南崴子村做科技小院时，王秋举和丈夫
带来了只有 1 岁的女儿。孩子就在这片泥巴
地里，慢慢跟着科研团队长大。

打开装满杂物的小屋，王秋举向本报记
者展示，这就是她在 2020 年到 2023 年期间，
住了接近 4 年的地方。在这期间，女儿慢慢
长大，儿子也出生了。

就是这间小屋，晚上，屋子中间布帘一
拉，就是她跟爱人、儿子住的地方；厨房门
一关，就是父母和女儿住的地方。白天，帘
子打开，就是会议室和实验室。就在这陋室
之中，王秋举带着团队日夜奋战，耕耘在眼
前辽阔的黑土地上。

来到这里“自找苦吃”，源于王秋举的一
段经历。

2015 年，王秋举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学院派她前往上海海洋大学进修，研究方向
是虾蟹动物养殖学。原计划去3年，可她1年
后就回来了。“我已经看到了南北方在水产养
殖上的巨大差异。人家南方收获的季节找不
到小螃蟹，可咱吉林遍地都是养不大的小螃
蟹，所以人家的螃蟹可以卖到五六十元一
斤，咱们就只能卖15元一斤。”

同样触动王秋举的，是当时小龙虾开始
风靡全国，这个产业迅速带富了大量的农
民。“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吉林吃的每一
只小龙虾都来自南方，没有本地自己繁殖的
小龙虾。”

王秋举算了笔账，吉林省的水稻种植面
积达1200万亩，开展稻田养虾蟹，不仅能使
大米价格提高、带来水产品收益，还对环境
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的观察，至今还是公主岭稻渔科技
小院面对的核心问题——吉林的螃蟹太小、
没有小龙虾。

2018 年，王秋举带着一支乡村振兴服
务团来到了南崴子村，团队主要成员，是
她和她指导的研究生们。大家就这样，将
南崴子村的养殖基地作为产学研基地，驻
扎了下来。

每年从水稻插秧前开始，王秋举夫妇就
带着学生来到科技小院“驻扎”，一待就是大
半年。在这里，农民赵春雨成为了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拿出自家一块地，给吉林农
大的科研人员做试验田。

最开始，周边百姓对王秋举团队并不认
可，因为大家并没有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
赵春雨对本报记者回忆，自己的心里其实也
很忐忑。“毕竟咱种了这么多年地，也没见谁
搞过稻田养蟹。”

2020年，王秋举身怀六甲，赵春雨和合
作社的社员们自告奋勇承担起了螃蟹投喂的
任务。也正是那一年，大家的共同努力换来
了合作社的水稻、螃蟹“双丰收”。

2021年，吉林省科协、吉林农业大学牵
头建立了公主岭市稻渔科技小院，就设在王
秋举的驻地，这里成为吉林省首批被授牌认
定的 8 家科技小院之一。而王秋举，也成为
科技小院的首席专家。

助力乡村振兴事业

科技小院里的工作，是由数之不尽的失
败构成的。

一开始，王秋举团队也不是没想过从湖
北、江苏等小龙虾产地直接买来小龙虾苗，
可问题是，在吉林试了七八年，结果无一例
外，这些种苗运来就死。王秋举无奈地分
析：“长途运输小龙虾‘晕车’，然后来了我
们这还‘水土不服’。”

王秋举还记得，此前在吉林有人做过实
验，拿手比划给她看，“王秋举，这么大的虾
苗我们运回来过，这么点的虾苗我们也运回
来过，都不行。现在试一试更小的行不行？”

于是，她带着团队从南方运回来“刚刚
破膜的虾卵”，空运到吉林后化开，然后学生
们开始数数，“从天亮数到天黑，再从天黑数
到天亮，拿到最准确的虾卵数据”，然后放到
温桶里开始养殖。没想到，迎来的依然是一
次次失败，几乎坚持不下去。

最困难的时候，王秋举自己算了一笔
账。吉林省有 1200 万亩稻田，假如其中 1/3
可以进行稻田养虾，每亩地养2500尾小龙虾
苗，就有 100 亿尾。即便纯利润每尾只有
0.01元，也有1亿元之多。“为了大家伙的利
益，我想这件事还是值得一做。”

最终解决方法，是在一次次小龙虾中间
培育实验中找到的。

王 秋 举 和 团 队 将 开 口 饵 料 的 配 置 技
术、运输技术、调水技术融合在一起，形
成了中间培育技术，让小苗经过两个月的

时间变大一些，就几乎不会出现“晕车”或
者水土不服的现象。再放到稻田里，成活率
就变高了。

一碟碟棕黑色的饲料放在盘子里，王秋
举介绍，这些是专门配置来喂小龙虾的，
里面含有鱼粉、豆粕、菜粕、维生素、矿
物质等等，全面满足小龙虾的营养需求。
大家开玩笑，小龙虾吃得比小院里的研究
人员还精细。

螃蟹饲料同样如此。市面上的饵料大都
针对池塘养蟹，王秋举带大家探索适用稻田
河蟹养殖使用的饲料，通过特殊的比例调
节，终于形成了适合稻田蟹的饲料配方体
系，既满足稻田蟹蛋白质、脂肪的营养需
要，又满足氨基酸的营养需要。原来能长到
50克左右的稻田蟹，通过饲喂自主研发的饲
料，能长到100克左右。

师生们在稻田里摸爬滚打，终于研究出
了这种被称作“双边沟+分箱式插秧”稻田
养殖虾蟹模式。

同样得到增益的，是稻田里的主角——
水稻产量。2023年，试验田交出了每亩1100
多斤的成绩单。

赵春雨说，传统种植方式产出的大米，
市场价在每斤两块六到两块七。而蟹田米少
用农药、少施肥，让米的品质提高了，在市
场上能卖到每斤 5 块钱。同时，每亩地能产
出30斤左右稻田蟹，也能增加收益。

对比非常明显。在单一水稻种植模式
中，每亩地稻谷利润大约是 550 元，而在

“双边沟+分箱式插秧+测深施肥”稻田养蟹
模式中，每亩地利润可以增加300到500元。

乡亲们头一次见识到了“一地两用、一

水双收”的威力。口口相传，科技小院迎来
了一批又一批前来寻找“致富密码”的农
民。如今，合作社的试验田已经从最初的不
到10亩扩大到了500多亩。

而当初果断选择与科技小院合作的赵春
雨，已经成了蓝谷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

把论文写在稻田里

科技小院一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
田间地头。走出书斋来到这里，对科研人员
来说，曾经的黑板、教材、实验室，悄然变
成了土地、作物和农舍。

张殿锋告诉记者，吉林农业大学要求，
常驻科技小院的研究生，每年入驻时间不低
于 120 天，导师和专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指导学生研究工作，开展技术研
发、田间指导、示范推广活动。

在公主岭稻渔科技小院，大家一年中几
乎要在这里待到 8 个月。在冬季漫长的东
北，这几乎是可以开展乡村种植、养殖研究
的极限。

王秋举掰着指头数，这里有女博士张
宝媛、“三朝元老”王文进、“钉子户”徐
胤迪……对于每个学生的故事，她如数家
珍。她给记者看这几个学生在科技小院时的
照片，曾经阳光稚嫩、穿戴整洁的青年，被
晒得满脸黝黑、不修边幅，总是一腿泥。她
心疼地说，有几个“赶也赶不走”。

就这样，大家的论文，扎扎实实地写在
了稻田里。

这个科技小院里，已经陆陆续续培养
了 9 名研究生。过去 5 年，小院师生共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3 篇，中科院分区一区 4 篇，
同时，协助蓝谷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注册商标 3 个，该合作社相关产品还获得
全国渔米比赛银奖和绿色生态奖两项。无
论学生们的毕业论文还是被 SCI 收录的其
他文章，都是建立在科技小院扎扎实实的
工作基础上的。

2023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十二
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南崴
子村稻米赫然在列。

写在大地上的论文，回馈的不只是一村
一镇。

辐射能力，在陈耀辉口中成了高频词
汇。从吉林省科协的角度，他盘算的是，科
技小院不能仅仅在这个区域发挥作用，还要
有效辐射到吉林全省的 65 个县 （市、区），
让农民能把科技成果在自家田里落地。

科技小院的辐射能力，在公主岭稻渔科
技小院中，有非常直观的体现。

王秋举在抖音上有个账号，记录小院的
科研工作。育苗成功后，她一次次把小龙
虾视频发上去，没想到接到了来自吉林全省
各地的联系电话，想买小龙虾苗。王秋举想
了想，干脆送给大伙得了。于是，小院培育
的小龙虾苗，就这样送到了永吉县、德惠
市、蛟河市、珲春市……

对于这些小龙虾苗，王秋举和学生们可
不是送过去就完事了。不但送货上门，还时
不时留下学生们帮助养殖几天，完成好过
渡。在蛟河市六家子村，这个“售后服务”
一直跟踪到了小龙虾丰收时，学生们一起去
帮忙把虾抓出来。而送往珲春市六道泡村的
虾苗在迎来收获时，村民们还送来一个画着
小龙虾的邀请函，请小院的科研工作者们去
村里品尝小龙虾。

一支“带不走”的乡村振兴队伍

在吉林省，科技小院已蔚然成风。
陈耀辉表示，2009 年，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教授与吉林农业大
学高强教授在吉林省梨树县共建“玉米科技
小院”，开启了吉林省科技小院的发展历
程。多年来，吉林省把科技小院建设作为加
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举措。

科技小院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高校育
人和社会用人之间的脱节。

最近这段时间，最让王秋举骄傲的是，
6 月 7 日，在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
三联水库嘉源农业小龙虾养殖基地，召开
了吉林省小龙虾养殖推介会暨吉林省稻渔
综合种养科普宣传日活动。此前，5 月底，
吉林农业大学产学研示范基地在三联水库灌
区挂牌成立，标志着吉林省首个寒地小龙虾
苗最大培育基地正式落户伊通。在这里，占
地 1 万平方米的虾苗大棚内，已经有数以万
计的小龙虾苗在生长。

“为什么骄傲呢？因为这些都是从小院走
出去的学生在创业，他们将小院几年来的科
研成果真正推了出去。”王秋举告诉记者。她
期待着，吉林乃至东北的老百姓，很快可以
真正吃到自己养的小龙虾。

在科技小院这条路上，王秋举不是独行
者。甚至在自己家中，她的丈夫也是吉林农
业大学的教师，是另外一个科技小院的首席
专家。

而对吉林农业大学来说，科技小院也是
非常重要的工作。如今，吉林省的 105 家科
技小院，有67家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团队在运
营。小院类型包罗万象，有食用菌、蛋鸡、
生猪、黄牛、梅花鹿、樱桃、蓝莓等。

张殿锋说，这几年科技小院的研究生们
撰写了工作日志 2000 多篇，发表专利 21项，
发表学术文章 110 篇，举办科普活动 54 场，
科技小院技术服务辐射面积 535.24 千亩，推
广新技术28项。

一支“带不走”的乡村振兴队伍，正在
吉林大地上涌现。

“我们打破了学生与乡村的距离感，为学
生展现了乡村振兴的美丽蓝图。”张殿锋说，
不期然间，毕业生们选择留在吉林广袤田野
中就业、创业的主观能动性大大提升。“可以
说，小院帮我们在‘育才’环节中下好了

‘留才’先手棋。”
在吉林省，科技小院不只培养了一批年

轻的科研人员，也培养了大量的新型农民。
截至 2024年 4月，吉林省各科技小院线上线
下开展农技培训累计 761 场次，发布科普文
章 （短视频） 485 篇 （个），技术辐射带动 3
万余农户，接待外来参观学习场次 1000 多
场，学习人数 2 万余人次，创建了乡村人才
培养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高效推进乡村振兴
新模式。

2021 年 6 月，吉林省科协牵头成立了中
国农技协吉林省科技小院联盟，极大加快了
科技小院建设的步伐。经过多年的实践探
索，吉林省科协逐渐打造了“党委领导、政
府支持、科协主导、部门联动、院校支撑、
实体带动、农民受益、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的科技小院创建模式。尤为值得一提的
是，在吉林省，位于边境地区的科技小院有
28家，辐射通化、白山、延边等地区。

如今，吉林省的科技小院已在全国率先
形成矩阵，在实现市州覆盖率 100%基础
上，下一步力争实现县 （市、区） 的全覆
盖。陈耀辉表示，吉林省科协还希望积极推
动更多科技小院产品走向市场，为广大农民
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让科研成果可以更好
发挥作用。

至于小院的科研人员们，则干劲正足。
王秋举自问自答：“将来干点什么呢？继续

‘自找苦吃’吧。”

在吉林在吉林，，105105家科家科技技小小院正为乡村振兴助力院正为乡村振兴助力——

走进黑土地走进黑土地深处深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舫舫 刘少华刘少华 门杰伟门杰伟

图①：吉林省公主岭稻渔科技小院。
图②：王秋举在科技小院授课。
图③：王秋举的丈夫吴旻 （右） 与学生一起查看小龙虾

长势。
图④：稻渔科技小院的工作人员在水稻田旁投喂虾蟹饲料。
图⑤：稻渔科技小院研发的小龙虾专用饲料。

本版图片均为人民网记者李洋摄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