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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你的科技小院报告，许猛是你
的学生吗？”今年 5 月的一场学术会议
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壮特意找
到吴良欢，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连连夸
赞，“你们培养的学生好啊，他现在跟我
们一起把做富锌梨的技术拓展到苹果产
业了，后续还能继续探索富铁、富硒，前
景很好。”

“富锌梨”是许猛读研时在科技小院
发现后专攻的课题。今年他带着成果顺
利毕业，并从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
中国农科院的助理研究员。“从小院出去
的学生，能继续为百姓增收做实事传技
术，这比他们发多少论文都让人欣慰。”
吴良欢说，这也说明科技小院的人才培养
模式，已经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认可。

就像许猛尝试将研究成果跨产业推
广一样，采访中潮新闻记者明显感受到，
浙江的科技小院已不只是对一地一产业
单方面的技术提升，更是在加快推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把高校和科研机构乡村
振兴的资源综合性引进来，把块茎做得更
大，把科研和产业发展的脚步迈出去，把
藤蔓伸得更远。

在象山虾蟹科技小院，发挥力量的远
不止水产养殖技术，这里充分调动了宁波
大学的优势资源，成了学科交叉的“试验
场”。对设施农业而言，每一个环节的优
化都会促进整体的效率提升。在宁波大
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专家的指导下，小
院将水产养殖大棚结构进行多项改进，增
加了“V”型和“X”型支架等巧妙构件，优
化后的大棚能抵抗 15 级台风，核心技术
还能推广应用到多样化的农业大棚建设。

更多研究和技术正如“地瓜藤蔓”伸
向更广阔的天地。付浩然发现，长江流域
是中国翠冠梨种植面积最大的区域，对鸬

鸟蜜梨的研究是否也适用于其他区域？
带着疑问，他和团队用一个月时间跑遍了
上海、江西、重庆的大小村庄，以鸬鸟蜜梨
经验为基础，寻找蜜梨产业的管理标准和
提升方向。如今，他的论文成果《长江流
域梨园农户尺度土壤肥力、经济效益和环
境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发表在国际期
刊《环境科学和污染研究》上。

虾蟹小院的师生甚至直接将海水
鱼虾蟹贝养到了内陆的盐碱地。通过
不断培养耐低盐环境的苗种，如今，青
蟹、海鲈鱼等海产品均在河南省兰考
县、延津县盐碱地池塘养殖试验成功，
鱼虾蟹混养每亩产值可达 2.5 万元，相
较于盐碱水塘淡水品种的养殖，效益大
大提升。小院参与的“海蟹安家黄河
边，盐碱瘠土变良田”科研案例，入选了
2022 年第三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将
中国声音传向世界。

“我们希望科技小院能成为省级重大
科创平台在田间地头的新触角，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打造新时代科技特派
员制度的升级版。”省科协科普部副部长
骆春荣说，作为新兴事物的科技小院，目
前仍存在缺少政策集成支持、与科创平台
资源整合不够等问题。目前，省级层面正
在研究制定科技小院建设支持政策，未来
或将加大农业科技项目向科技小院倾斜，
强化科技小院现代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功能。

从最初一院一品服务当地的朴素愿
望，到现在这一模式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
推介，推广到老挝和非洲 8 国，科技小院
的点点星火已成燎原之势。

就像张福锁院士所说，不谈宏大的理
想，“现在我们在小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事。”浙江这片沃土，已经准备好了。

未来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未来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浙江南浔淡水鲈鱼科技小院
小院设立在湖州市菱湖渔业协会，

建有公共服务平台 2000平方米，承担菱
湖镇水产养殖服务，自主创新了“油基鱼
塘”“鱼菜共生”“跑道养鱼”“陆基圆桶养
殖”等渔业养殖模式，制订了《大口黑鲈
池塘养殖技术规范》中国渔业协会团体
标准。眼下，小院与南浔区农业农村局
合作成立了南浔区水产产业联盟，全面
推动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浙江海盐青莲黑猪科技小院
小院依托浙江大学，成立“青莲黑猪

产业研究院”。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带领
团队聚焦猪的免疫调节、微生态平衡、肠
黏膜修复三大难点开展科研攻关，研发出
了猪先天免疫因子-内源抗菌免疫肽高效
表达的营养调控技术、肠道微生态平衡等
技术，通过开发新型微生态制剂，推进了
饲料“无抗生素化”进程，提高了养殖的生
态水平。

浙江瑞安花椰菜科技小院
小院以现代农业产业园花椰菜种子

种苗繁育研究中心为基地依托，以浙江农
林大学在蔬菜品种选育与品质调控、设施
园艺栽培和农业产业规划等方面的基础
理论和应用研究为技术依托，加快花椰菜
种子杂交繁育进程，加强种子登记和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建立蔬菜种苗标准化生产
体系，培养一批种苗生产技术能手和嫁接
技术能手。

浙江婺城蛋鸭科技小院
小院位于金华婺城区乾西栅川村，

是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鸭无抗养殖
示范基地，占地面积 152.28 亩，以生态
化、品牌化、特色化和智慧化为发展理
念，通过与浙江大学等优势科研院所合
作，以技术创新驱动发展，聚焦无抗养殖
方向，以禁抗限抗为突破点，实现高效绿
色养殖。

（本报记者 肖淙文 整理）

更多科技小院看“浙”里更多科技小院看“浙”里

浙江涌现59个科技小院，数量全国第一

小院里种出大天地
潮 声｜执笔 肖淙文 陈久忍

距离正式开学还有几个月，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准研究
生”崔豪就提前开启了自己的科研生涯。本科论文结稿后，他
背着行李一头扎进浙江象山虾蟹科技小院，跟着渔民一起巡
塘、投饲料、测水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在鱼塘散发的水
腥气中显得越发生动明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接地气的科
研路径：在田间地头读研，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渔
民家。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收
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信中说，得知大家通过学校设立的科
技小院，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
治学问，我很欣慰。

总书记挂心的科技小院诞生于 2009 年。为了解决农业发
展面临的科学研究与农业生产脱节、科技人员与农村农民脱节、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
学张福锁团队来到河北曲周，建立了第一家科技小院。

如今，全国已建立 1048 个科技小院，覆盖 31 个省份，涉
及 222 种农产品，覆盖农林牧渔业的 59 个产业体系。其中，
浙江经过中国农技协批复同意设立的数量为全国最多，有
59 个。

众多科技小院为何在浙江扎根？它们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带
来了怎样的变化？潮新闻记者走进田间地头寻找答案。

跟土地打了20年交道，近5年，杭州余杭三水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陈梅生总有种“力不从心”之感。他种植的余杭蜜梨获得过省
农博会金奖，果园也曾作为G20杭州峰会保供基地，但背后隐忧不
少——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亩产效益频频遭遇“天花板”。靠着传统
经验摸爬滚打的老陈发现，知道自家蜜梨好吃，却说不出其中的技
术原理，更遑论提档升级。当农业与新技术逐渐脱节，接下去的路
怎么走？老陈寄希望于“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就是那个专业的人。2008年，他
的团队每年发表 100 多篇英文论文，但村里的父老乡亲谁读英
文？筹建科技小院，张教授的初衷就是下去看看，设法把这些研
究成果真正用起来。

科研与农民需求的脱节不是个例。“不少学农的学生和老师
不下地，论文能转化去助力生产的屈指可数。”浙江大学环境与
资源学院教授吴良欢告诉记者。

这样的培养模式，也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倾向，最直观的就是
愿意从事农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农业学科理科化后，养鱼虾
不在池塘里，都在黑板上。”宁波大学海洋学院院长王春琳分析，
以水产养殖为例，学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的人不到 10%。人才
培养与就业的脱节让他十分担忧：“等我们这一批老农人退休
了，下一批年轻人能接得上吗？”

张福锁试图打破这种现状，在对科技小院的描述中，他将其
定义为一种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研究生培
养新模式——培养单位把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长期派驻到农业
生产一线，在完成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解决农业农
村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培养知农、爱农、兴农的农业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科技小院”概念时，陈梅生如同久旱逢
甘霖。能不能把这一模式引入浙江？他找到张福锁，张教授对
小院的推广很热心，马上联系老朋友吴良欢到余杭考察。一个
是为科研现状忧心的植物营养学教授，一个是有着丰富实践经
验的“土”专家，双方一拍即合。

2020 年 8 月，浙江余杭蜜梨科技小院正式成立，成为浙江
省首家科技小院。此后，平阳“大黄鱼”、象山“虾蟹”、长兴“湖
羊”、衢州“白及”等科技小院纷纷建成，至今已覆盖浙江10个地
级市，联动9所高等院校，建设数量达到59家，居全国第一。

数量之最、速度之快，为何是浙江？有专家认为，小院模式和
浙江农业发展天然契合。

首先，浙江农业产业门类齐全、农业高质高效，是小院扎根的
需求和基础。浙江是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农区，其中，茶
叶、蚕桑、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在全国占有较大份额。近年来各地
开展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双强行动”，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率相对
较高。

其次，浙江对科研助力农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今年是浙
江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20周年。据了解，浙江已累计派出科技
特派员2.4万人次，实施科技项目9515项，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超
过1.7万项次，实现经济效益98.58亿元。

最后，创新是浙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作为新兴事物的科技
小院引育以来，备受各界呵护。去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创新高地推动科技惠农富民的实施意见》，
将科技小院作为完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形式。

专业的人到需要的地方去 除了小院指导老师的身份外，吴良欢还
是一名有近 20 年经验的科技特派员。在他
看来，科技小院以学生为核心，师生和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一睁眼，面临的就
是农业生产中最实际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科技人员和农村农民脱节的问题。

走进象山虾蟹小院，户外围栏上，学生们
扯起一根晾衣线，短袖、衬衫不到半小时就能
晾干。一楼拐角处的厕所增加了淋浴功能，
门口的置物架上放满了洗漱用品。二楼的 8
间房被改造成学生宿舍，眼下共有 7 人常
住。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任志明，在这里度
过了水产养殖博士的后半程，如今又以博士
后的身份继续留“院”指导。

在任志明看来，科技人员扎根乡村，对
于农技科普的作用不可替代。小院成立
前，他每月会背着设备到象山、宁海等地的
养殖大户和企业送技术，但每次乘公交、转
轮 渡 为 期 一 周 的 奔 波 ，对 渔 民 的 帮 助 很
有限。

“农业是跟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它每时
每刻都在变化。”任志明解释，前段时间连续
阴雨，虾塘里浮游藻类易死亡，释放的毒素会
影响对虾生长。他们及时发现并干预，只用
两天时间就改善了水质。“以前等不到我们
来，一塘虾可能就死掉了。只有在农业一线
才不会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真正的农业示范效应，只有走到农民身
边才最奏效。张福锁发现，对小农户来说，最
关键的是技术到位率。给农民讲两个小时，
他们可能只能接受 10%的知识，过一年就忘
了。而带着农民干一个季节，他们就全会了，
甚至还能创新优化。蜜梨小院浙江大学环境
与资源学院博三学生付浩然感叹道，技术推
广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技术的好坏，而是农
民是否信任你。提高技术到位率的过程，就
是与农民建立信任的过程。

驻扎之初，他们走进 100 多户梨农的果
园进行土壤采样。一开始农户大多抱着应付
心态，甚至有人冷言冷语相待，但当学生们把
写有 pH 值、有机质含量的“定制版”报告挨
家挨户反馈给农民并给出提质方案时，不少
人的态度变了。又过两年，亲眼看着这些学
生像农民一样，每天扎在地里检测、施肥，并
且实现了减肥增收，农户们开始主动找上门，

虚心请教这些“大学生老师”。如今，在小院
学生的示范下，当地“测土配方施肥”的技术
到位率提高了 25%，各类研究成果使蜜梨产
业增收1300多万元，而大学生们也从土地里

“收获”了17篇国际期刊论文。
台州黄岩蜜橘科技小院直接和当地政

府联建，把“浙江黄岩绿色数字柑橘实验
室”搬进了村里。在农户的果园取样后，学
生们将柑橘植物切片放入仪器设备分析，
一个多小时后，切片的铁、锰等元素的分布
情况就以图片形式在电脑上直观呈现出
来。能从微观层面看清植物的生长发育状
况，对农户们来说如同魔法一般神奇。小
院不仅方便了学生实地研究，还成了农户
参观学习、切磋技术的聚集地，带动了周边
新增 10 家优质柑橘企业，种植面积增加了
200 余亩。

中国农大学生在写给总书记的信中提
到，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付浩然在中国
农大读研时最早接触科技小院，就住在山东
一个小村庄里的一间无窗农房，没有空调的
夏天，每到晚上只能开着风扇在床上“烙饼”，
上半夜吹正面，下半夜再换一面。春季是梭
子蟹的育苗期，任志明带着研究生韩胜明轮
流值班，24 小时随时待命为母蟹“接生”，被
村里人笑称“蟹妈妈”。

但“自找苦吃”获得的成就感，是校园里
和书本上寻不来的。在小院里，学生们不仅
向带队老师学习，还要向农民学习，向企业技
术人员学习，掌握的都是实战经验和综合知
识。看着自己经手的农作物产量增加了，鱼
虾死亡率降低了，新苗种被农户认可了，这种
获得感背后是可感知的农业魅力。

下午 2 时，虾蟹小院隔壁高塘岛乡的梭
子蟹养殖大户凌根兴来买蟹苗。黄豆大的蟹
苗被网筛捞出，老凌一口气“代购”了 80 斤。
这种新苗种抗病性强、生长快速，可实现亩产
翻倍，他准备回去分给乡里的养殖户们。蟹
苗销售负责人正是“蟹妈妈”韩胜明，研究生
毕业后他拒绝了众多邀约，选择留在小院继
续创业，产业化推广梭子蟹新品种“科甬 1
号”。

尝到了“自找苦吃”后的那点“甜”，小小
的蟹苗，不仅是农户增收的寄托，也寄托着韩
胜明未来事业的梦想。

“自讨苦吃”背后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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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州黄岩区宁溪镇岭根村的黄岩蜜橘科技小院柑橘种植基地位于台州黄岩区宁溪镇岭根村的黄岩蜜橘科技小院柑橘种植基地。。 拍友拍友 王敏智王敏智 摄摄

象山虾蟹小院指导老师母昌考教授在一线调研。 受访者供图象山虾蟹小院指导老师母昌考教授在一线调研。 受访者供图

余杭蜜梨科技小院学生进行梨园土壤取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