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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拼多多“多多课堂”首次走进云南大理古生村，为参加全国科技

小院研究生学前教育实践培训的 2024 级新生送上了一堂农产品电商公

益课。据了解，这是连续第三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全国科技小院研究生

学前教育实践培训活动首次引入电商实操指导课堂，也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团队今年5月初联合拼多多推出“科技小院

强农兴农人才培养行动计划”后落地的首场线下公益活动。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

学、福建农林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八所高校的 104 名准

研究生，共同参与了这场有关电商产销链路、运营技巧、直播等营销工具

的培训。青年学生认真倾听、仔细记录，不时举起手机拍下课堂演示内

容，课后还感叹“新思路被打开了”“新技能被点亮”⋯⋯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古生村科技小院负责老师金

可默表示，拼多多的加入是本次培训的一大亮点，“我们希望借助‘多多课

堂’让学生建立市场思维，让‘新学生’快速成长为‘新农人’，未来在解决

三农问题时拥有多元视角，更好地助力农产品对接广阔大市场。”

从书架到货架，拼多多“多多课堂”点亮科技小院新技能
陈潇奕

电商思维赋新能
让农产品“种得好”也“卖得俏”

为了培养更多既熟悉生产者又亲
近消费者的“新农人”，把收益留在产
地、留给农民，本次“多多课堂”公益培
训活动立足农产品线上销售方法，从平
台特点、开店方式、商品发布、运营推广
四个维度进行了详细讲解。

“如果农户没有店铺，可以先了解

个人店、企业店的区别，根据农产品的
特点选择合适的类型进行操作。”“店铺
起名要清晰明了，切忌夸大宣传。”“商
品标题的作用是便于搜索关键词提取，
要 突 出 产 品 卖 点、切 中 目 标 消 费 人
群。”⋯⋯围绕电商运营技巧，培训导师
重点介绍了已发布商品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详细性，快递发货的时效性，
店铺商品好评比例及参与平台活动增
加曝光等关键问题。

“拼多多长期支持科技小院发展，

除了连续两届支持科技小院大赛，还助
力云南褚橙科技小院、四川丹棱桔橙科
技小院、福建平和琯溪蜜柚科技小院等
科技小院重点研究的农产品在线上打
开销路。”培训导师表示，电商正在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之一，希望通
过培训让学生建立电商思维，以期未来
推动当地农产品的线上销售，带动乡村
经济发展。

何敏燕是土生土长的古生村姑娘，
从小看着父辈在田间劳作的她，一直希
望能帮助家里减轻负担。巧合的是，古
生村科技小院 2021 年筹建，与何敏燕
家仅一墙之隔。次年，首批前来参加学
前培训的研究生就住进了她家。从此，
科技小院在何敏燕心里种下了一颗种
子，成为她报考研究生的动力。

如今，她梦想成真进入中国农业大
学，来到古生村科技小院。在“多多课
堂”的启发下，这位热情开朗的白族姑
娘正计划通过直播的方式，帮助农户销
售农产品。“电商带货非常火，拼多多不
仅有农产品销售优势，也有相关功能，
这可能是我擅长的领域。”她笑着说。

参与“多多课堂”培训前，沈阳农业

大学学生张坪从未想过农产品产后销
售问题，但课后，他联想到之前在古生
村帮助村民卖菜的经历，“当地的消费
需求少，价格也低，是否可以把蔬菜组
织起来为电商平台供货？”随后，他又与
同学们展开了货源稳定性、农产品品牌
化以及电商可行性等一系列问题的讨
论，“这种解决农村实际难题的研究与
在学校做科研有着很大差别，但这恰恰
也是科技小院模式的价值所在。”

“多多课堂”，通过系统化的电商培
训内容，在学员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让更多人发现农产品上行的价值所在，
刷新了对“城市与农村”“生产者与消费
者”的新认知。

畅通产销双车道
输送乡村振兴“六边形”乡创人才

科技小院，由张福锁院士和团队于
2009 年在河北省曲周县首创，是集农
业科研、科技服务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
创新模式。至今，全国已建成 1800 多
个科技小院，其中，古生村科技小院是
全国首个迈入“3.0+”模式的科技小院，

旨在利用农业技术保护洱海的同时，促
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绿色转型，全面助力
乡村振兴。

创立三年，古生村科技小院已成长
为科技小院集群，先后吸引了来自全国
40 多个高校和企业的 40 多支科研团
队、百余名研究生入驻，为科技小院研
究生学前培训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与案例素材。

据悉，截至目前，科技小院研究生
学前培训已在洱海流域的古生村开展
三年，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爱农情怀、
激发服务“三农”责任感，强化从事农
业科研服务的使命感，助力他们在
入学后快速融进科技小院的研究
与服务工作中。

长期以来，农户与农学研究者
将时间和精力主要投入在作物高质
高产的研究和实践上，而在优质农产
品产消对接、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还需
要开展更多创新实践。为此，在 2024
全国科技小院大会上，拼多多宣布携手
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团队，推出

“科技小院强农兴农人才培养行动计
划”，共同探索“学—研—商”公益性人

才培养模式，打造培养农业复合型人才
的“黄埔军校”。

上述行动计划面向全国科技小院
推出三项举措，其中包括通过开展学术
沙龙、研讨会、新农人培训、电商助农等
各类线下公益活动，为科技小院的学子
提供交流切磋平台，相关活动每年不少
于10场。而本次“多多课堂”走进科技
小院研究生学前培训活动正是该行动
计划落地的首场公益活动。

优秀的强农兴农人才，不只要会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赋能农业生
产，还需具备跨学科、跨专业、跨产业的
思维，除了在种植端解决问题，在销售
端也能找到农产品适销对路的方案。

正如山西农业大学学生高嘉星在
接受“多多课堂”培训后所说，只有将农
产品种出好品质，卖出好价钱，才能让
农业生产达成闭环，助力农民实现丰产
又丰收。

“好的科研不仅要留在书架上，更
要摆上货架，直面全国消费者。”拼多多
副总裁侯凯笛表示，“在此前与科技小
院师生的接触中，我们发现，由于人才、
经验或基础设施的缺乏，不少农研技术
及成果都面临推广难、销售难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新农人培训、科学论
坛等方式，助力培养既懂前端科技、技
术推广，又能使用前沿技术进行后端销
售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为乡村的产业振
兴注入新活力。”

科技小院准研究生们认真聆听、记录
培训细节，希望未来推动农产品线上销
售。 王开 摄

科技小院准研究生们认真聆听、记录
培训细节，希望未来推动农产品线上销
售。 王开 摄

“多多课堂”走进云南大理古生村，为全国科技小院2024级新生送上农产品电商公益课。 刘舟 摄“多多课堂”走进云南大理古生村，为全国科技小院2024级新生送上农产品电商公益课。 刘舟 摄

古生村科技小院学生指导村民使用施肥器，帮助提高农事效率。 赵渝 摄古生村科技小院学生指导村民使用施肥器，帮助提高农事效率。 赵渝 摄

俯瞰杭州市西湖区版图，商圈集
聚、楼宇林立，如何从“面子”和“里子”
上提升楼宇商圈的基层治理水平是经
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西湖区锚定“党建强、发展强”

“治理好、服务好、环境好”的“两强三
好”目标，聚焦破解楼宇园区治理资源
分散、无人管、多头管和服务不精准等
问题，不断延伸工作触角，以楼宇“社
区化”管理模式赋能楼宇商圈发展新
动能。

楼宇 园 区“ 社 区 化 ”管 理 ，要 将
“扁平”的社区治理“立”起来。古荡
街道是西湖区平台经济发展的主力
军，为不断优化平台经济营商环境，
奋力打造西湖区“平台经济第一街”，
古荡街道通过党建引领来解决楼宇
治理中日益突出的问题，以城市社区
管理经验和网格化的管理机制，优化
楼宇管理的精细度，不断提升楼宇服
务的能力。

为此，古荡街道建立“3+3”商圈楼

宇社区综合服务模式，联合职能部门和
物业等多方力量组建120余人专兼职团
队，引进社会治理职能及便民服务事
项。同时，探索“一体联动”的党建模式，
通过建立“一库两清单”加强组织覆盖，
打造以互联网业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
多元场景集成的党群服务圈，定期开展
开放式主题活动，联合上下游企业建立

“红芯链”党建联建机制，以共建推共赢。
古荡街道在推进楼宇商圈“社区

化”实体运作中，不断落实网格化管理
机制，配齐配强党建指导员、楼宇“红
专员”、助企服务员等“三员”力量，将
38 幢楼宇划分为 10 个微网格，确保

“网格管理全覆盖、组团服务到楼宇、
分片联系到企业”；同时通过数智企服
线上平台和自助服务点，联动“就近
办”线下服务；在重点楼宇、园区组建

“楼事会”，常态化开展楼宇党委、物
业 、企 业 协 同 议 事 ，推 动 楼 宇 自 治
自管。

西湖区因地制宜推进楼宇园区

“社区化”管理落地实践，充分链接多
元主体，开展共建共治共享，全方位激
发楼宇园区活力。

去年 7 月，三墩镇“1897 科创谷”
启动，以此为试点，该镇积极探索成立

“1897 科创谷”产业社区，以创新党建
引领产学研发展生态，构建高校、政
府、园区“三位一体”运行模式。在实
践中，三墩镇建立健全“一链三级四维
联动”工作机制，以结对共建为横向链
条，做深“一院一链一基地”校地合作
模式，深度对接浙大科研人才、研发成
果，加速新型微生物药物与疗法项目
等成果就地转化。以宝港科创中心党
群服务矩阵为阵地，三墩镇设立联建
常态化机制，全面掌握楼宇、企业发展
情 况 ，切 实 做 到 组 织 和 工 作“ 双 覆
盖”。在此基础上，该镇不断加强楼宇
党员发展、学习、教育、服务等管理，营
造楼宇红色氛围；同时，建立信息共享
平台，定期发布人才政策、科技创新成
果、创业项目等信息，组织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等单位进行互访交流。
为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三墩

镇依托浙江大学等平台，加大创新创
业基金对科创项目的扶持，联动时代
强鹰等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统筹整合
镇、社区招商员、助企服务员、经济统
计员和物业、企业负责人等力量，设立

“产学研用”示范岗，在提供政策咨询、
项目对接、融资支持等一站式服务的
基础上给予资金支持，创业辅导；通过
做实“党建+产学研”特色品牌，举办海
内外科技创新创业大赛，选拔优秀创
业项目，建设“科技、金融、产业”一体
化发展样板，实现资本赋能科技，科技
引领产业。

接下来，西湖区将坚持党建引领，
根据楼宇园区的差异化产业定位和实
际发展需求，持续优化组织架构，通过
实体化设立、社区化运作，实现经济发
展和基层治理融合互促，全方位释放
楼宇园区活力动能，赋能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西湖区：提升楼宇“社区化”管理水平
激活区域经济发展引擎

俞柳琼 王海莹 顾人杰

“我们‘明珠牌’海洋食品今年获批
‘中华老字号’，所以想在包装上进行升
级，既能保留老品牌的韵味又能体现新
产品质量升级的元素。”日前，在“两廊
上的人才咖啡”产才对接会——农产
品包装设计专场活动现场，定海区各
细分领域的30余位新农人与中国美术
学院的周东红师生团队端着咖啡，围
绕农产品包装升级及设计理念等话
题，进行了一场深入浅出的产才对接
会。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制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袁明珠率先抛出问题，专
家团队热情解答。

一 杯 咖 啡 ，提 升 助 企 服 务“ 甜
度”。当天，除了“明珠牌”海洋食品，
金塘李子、皋泄香柚、双桥草莓等“金
牌”农产品也在双方的头脑风暴中获
得了各具特色的“新衣”。

据悉，该活动是第三届定海区人
才专享周系列活动之一。此次人才专
享周活动以“建好‘三支队伍’，助力

‘九大产业链’”为主题，为期一周，组
织了产才对接、学子实践、相亲交友等
各类活动 11 场，实现了辖区内各类人
才群体全覆盖，将优质服务、优惠价
格、优享景区惠及在定海生活的各类
人才。

“喝的是热拿铁，坐的是长条桌，
一顿下午茶工夫，长久困扰我们的金
枪鱼功能活性肽的品质控制技术研究
难题，有了突破口。”对于“两廊上的人
才咖啡”产才对接会，浙江兴业集团有
限公司研发部部长周小敏也赞不绝
口。

不久前，浙江海洋大学食品与医
药学院院长邓尚贵和舟山各大水产企

业家们喝咖啡，周小敏开门见山说困
难。“邓教授对我们的问题很感兴趣，
当天他也支了很多招，后来还去我们
企业细聊。”一杯咖啡，企业喝出了转
机，专家品出了兴趣，后续浙江兴业集
团有限公司与浙江海洋大学达成了合
作，目前已顺利完成“金枪鱼功能活性
肽 的 品 质 控 制 技 术 研 究 ”等 难 题 攻
关。“活性肽工艺这个难题解决后，为
我们企业转型奠定了基础。”见“两廊
上的人才咖啡”真的管用，周小敏笑着
说，喝什么、吃什么其实不重要，解决
问题才重要！

政府“做东”，企业“做客”。聚焦
产业所需、发展所向、人才所盼，近年
来，定海区全面重塑产业人才赛会活
动体系，分别针对高层次人才、双创人
才及产业人才，打造以“智慧海洋”高

层次人才沙龙、“蓝海智造”创业创新
大赛及“两廊上的人才咖啡”产才对接
会为核心的系列赛会活动，形成“3×
N”产才赛会活动布局，持续擦亮“有你
定好·定 i 人才”人才工作品牌，进一步
强化产才融合、成果落地推进力度。
目前定海共组织产才赛会活动 30 余
场，对接产业核心技术需求超50项，解
决企业难题12条，形成以赛聚才、以才
助产的良好氛围。

“我们希望通过为人才提供精准服
务，聚焦人才关心的‘关键小事’，办好
人才服务实事，让人才能够全身心地投
身到创新创业中。”定海区委人才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当地面向人才，还
将筹办“缘等你来”“英才杯”等交友、体
育系列活动，进一步拓展人才朋友圈、
生活圈，让人才与定海同成长。

定海：全面重塑产业人才赛会活动体系
周杭琪 朱琰星

陈玉兰

苕溪北岸，碧波荡漾，湖州市安
吉县梅溪镇正以党建为引领，绘制乡
村振兴的宏伟蓝图。荆湾村，作为梅
溪镇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行示范，通过
挖掘和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资源，成功
深造了民宿致富村项目，吸引了大量
游客，成为周末和节假日的热门旅游
目的地。

在梅溪镇，乡村振兴的步伐从未
停歇，随着红色根脉强基工程的进一
步深化，该镇全面启动明星村提质、
后进村整转、示范带打造的项目工
作。尤为吸引人注目的是“西苕溪片
区化打造项目”，该项目覆盖荆湾、章
湾、红庙、龙口、马村五个村庄，致力
于推动农创产业、文旅项目、乡建品
质提升和人才青创的集聚产业布
局。梅溪镇各村依托自身特色资源，
在“西苕溪片区化打造项目”的推动
下，结合青年入乡发展行动，打造了
独具魅力的村庄品牌产品。梅溪镇
的相关负责人说：“根据现有资源和
基础，依托梅溪镇各级人大代表‘双
岗建功’活动开展，在立足本职岗位
基础上，助力文旅新经济业态招引，
各村都招引了一批重点项目，按运
营、在建和洽谈等类别进行推进。”

荆湾村的民宿项目不仅显著提
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为梅溪
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该
村还引进了专业公司进行民宿项目
运营工作，确保了项目的健康发展和
市场竞争力。

紧随其后，章湾村以瑞珀妮抗衰
理疗院和落日稻田咖啡等特色项目
为依托，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休闲、旅
游、康养于一体的度假村庄。这些项
目不仅丰富了梅溪镇的旅游业态，也
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红庙村则在“深蓝计划 X”的框
架下，成功引进了福元矿坑酒店、“薯
与泥”丰收农场和上万矿坑龙腾计划
等创新项目，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
活力。

今年，龙口村迎来了潮畔文创园
项目，该项目依托灯塔艺术空间、旺
角水街花桥、繁花堤和积木水岸平台
等多元化业态，致力于将西苕溪地区
打造成一个潮酷文化和夜经济的样
板区，进一步推动了梅溪镇经济的多
元化发展。与此同时，马村以其蚕桑
田园共富综合体项目为特色，为乡村
旅游增添了新的亮点。

“通过片区化项目建设，我们镇
将实现全域旅游质的飞跃，并计划加
强交通网络的对外连接，贯通慢行系
统环线，将西苕溪片区打造成梅溪乡
村经营的示范样本。”梅溪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片区化项目建设串
点成线、集片成带，带动全域旅游实
现质的飞跃，是梅溪镇谱写的发展新
篇章。

梅溪镇的乡村振兴实践，不仅为
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也
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未
来，梅溪镇将加快推进打造共同富裕
新梅溪的步伐，展现乡村振兴的美丽
画卷。

安吉县梅溪镇：

五村携手，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西苕溪畔的荆湾村 安吉县梅溪镇人民政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