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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郊区的“科技小蜜蜂”

“你知道吗，于家务的榆黄菇、
永乐店的水果萝卜、西集的羊肚菌
……这些为北京市民餐桌增添鲜味儿
的特色农产品，都缘起于‘科技小
院’的‘科技小蜜蜂’们。”北京市
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教授芮玉奎是“科技小院”最早
参与者之一。说起科技小院的故事，
如数家珍。

西槐庄村，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
乐店镇，是北京最偏远的村子之一，
出了首都环线高速，还要再赶10公
里路。一直以来，这里产业单一，只
种植萝卜一种传统作物，而且还面临
老龄化严重、集体经济薄弱等一系列
挑战。

不过，西槐庄村的萝卜种植已有
百余年历史，经过村内几代农艺人的
辛勤培育，萝卜已经成为西槐庄村的

“代言”。
2021 年春天，一个“科技小

院”在此揭牌，想帮助当地在“种
地”上做点“新文章”。

研究生种地有啥不一样？起初，
村民们也没太当回事。但他们很快发
现，从选种育苗、生产种植，再到线
上销售……这“科学”种地，真有一
番门道。

比如冰激凌萝卜是近两年市场出
现的新品种，外观由紫、绿、白三种
颜色组成，切开后口味就像冰激凌一
样，口感爽滑脆甜。研究生们把它们
引进入村，通过科学管理，还配套了
生物防控病虫害的各类设施，总结出
水肥一体化仪器使用规程，为村民们
整理出一套更高效、高产、高品质的
种植方法。

张晓恬是第二批驻扎在西槐庄科
技小院的研究生之一，来到小院半年
多，就为村里引进了牛奶珍珠玉米、
冰激凌萝卜等新品种，且销售成绩都
不错。

科技小院也是农民身边的“服务
点”。大门天天开着，农民有事就进
来，拿着苗问有啥病了，该施啥肥，
问题五花八门，学生们四处求解后再
给出解决方案。

就这样，每茬农作物的生长都有

了科技小院的保驾护航。数据显示，到
了2021年底，西槐庄村的集体收入就
较上一年足足翻了三倍。

“科技小院就像一个金招牌，他们
试种引进的产品都卖得不错。”西槐庄
村党支部书记姜学武说，“他们用专业
水准、科学种植，让西槐庄摆脱了贫困
的帽子，让西槐庄农产品在市场上占有
了一席之位。”

从西槐庄科技小院揭牌至今，中国
农业大学已为这里派驻了两批研究生。
学生们来到广阔的农村土地，用所学知
识为乡村振兴贡献了青春和智慧。他们
还撰写了60万字的小院日志，为村里
留下了珍贵的实践数据。

“科技小院”也为研究生们带来许
多“收益”——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吴林静初来
西槐庄科技小院时，她看见大棚中番
茄底部腐烂，突然想起课本中的一句
话：番茄缺钙会得脐腐病。“原来这就
是脐腐病，是营养元素缺失的表现。”
书本内容一下变成了眼前鲜活的现实
场景，按照所学知识，她立刻调整施
肥，番茄就再没犯过这种病，“果然实
践出真知，田间地头就是最佳的实践
课堂。”

芮玉奎告诉记者，“刚入学时，很
多学生没有下地经历，几个月后，插
秧、割稻、施肥、做饭、骑三轮……田
间活样样很溜。”科技小院推动了新技
术走向田间地头，实现“会种地”向

“慧种地”的转变，让乡村焕发新活力。

呵护洱海的“小院”

“院士谋策农桑兴技艺，学人试锄
邑里变科场”。这是云南大理市湾桥镇
古生村科技小院门口的一副对联。这个
传统的白族村落，依山傍水，偎卧在洱
海边，从南至北蜿蜒数里。古生村科技
小院已经成为洱海保护的一个重要载体
和生动缩影。

“云南省农业绿色发展战略咨询研
究”项目组核心成员、中国农业大学国
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申建
波告诉记者，近年来，洱海面临着一系
列生态环境问题，张福锁院士据此提出
了“洱海科技大会战”计划，以科技小
院为依托，打响洱海水质保卫战、高值
农业攻坚战、乡村振兴阵地战，探索洱

海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协同的新
路径。

例如，在古生村科技小院，来自中
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大学
等高校师生入住古生村，开展入村入户
调研与科普服务，举办了节水与洱海保
护、垃圾分类等科普活动、支教活动，
与村民开展文化联欢、科普联欢等。这
里长年驻扎着20多位高校教师、100
多名研究生。

以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为
依托，他们还在磻溪村建立了烟草科技
小院，对当地烟农开展全程动态跟踪调
查和评价，组织培训烟农，开展新技术
新产品示范，服务烟叶绿色生产，降低
污染等。

研究团队建立了阳溪小流域古生片
区4.8平方公里试验示范区，重点突破
洱海流域碳氮磷污染产生—排放—输移
衰减过程；基于洱海水质目标，提出全
过程、分时区农业面源污染有效减排
措施。

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人员组建了绿
色高值种植和面源污染防控协同的多学
科攻关团队，从绿色种植体系创新设计
入手，优化传统“水稻—油菜、烟草—
油菜”的种植模式，从品种、管理技术
方面不断提升。比如探索引进高值

“菜、花、油”油菜多功能模式、多功
能高值草莓模式、全季节鲜食玉米增值
模式等，在帮助农民增收的同时，保护
洱海生态环境。

除了在生产实践中搞科研创新、课
题研究，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学生还练
就了“十八般武艺”：从在村民家吃闭
门羹，到频频被农户邀请到家做客吃
饭；从开始讲展板就紧张得腿肚子发
抖，到下面坐着一堆人都能侃侃而谈；
从光会理论知识不会种地，到能够独立
管理30亩油菜花田……

科技小院的学生们还联合企业，给
村民们开电商课，发掘打造乡村网红，
手把手教村民们做直播、做剪辑，还组
成一支“古girl组合”，排音乐剧、拍
微电影，搞文创工作室设计制作古生村
文创产品，个个都成了一身才艺的“多
面手”。

大量的科研人员、教师和青年学生
进入古生村，为古生村带来的不仅是人
气，还有收入。2022年，科技小院在
洱海实现了水稻增产30%、氮磷排放

降低 40%以上的成绩，蚕豆、草莓、
土豆、油菜也都实现了绿色高值种植。
科技小院的师生和乡亲们打成一片，都
成了家人。今年，村里有年轻人开始回
归，不再外出务工，而是在村里做起了
生意。也有留守老人改造自家的房子准
备出租，以此增加收入……

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助力实现农业产业兴旺、乡村人才
振兴、乡村治理有效、乡村文化繁荣、
乡村美丽宜居，是科技小院成立的
初衷。

今年是科技小院“诞生”的第15
个年头，中国农业大学已经在全国24
个省区市的 91 个县市区旗，建立了
139个科技小院，从1.0版的精准帮扶
模式，发展至2.0版的产业扶贫模式，
再升级为3.0版的乡村振兴模式。据不
完全统计，15年来，科技小院先后引
进创新了284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推
广应用技术的面积累计5.66亿亩，增
收节支累计达700多亿元。

3.0版科技小院立足新时代，强化
党建引领，以产业绿色升级为抓手，培
育新农人，增强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提
升乡村综合治理水平，推动文化和生态
振兴全面实现，打造可复制的“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振兴示范
样板。

如今，科技小院的星星之火已经呈
现燎原之势。截至目前，全国已建立科
技小院 1048家，覆盖 31个省 （自治
区、直辖市），技术服务覆盖农林牧渔
业的59类产业。2022年，教育部、农
业农村部、中国科协三部门发布《关于
推广科技小院研究生培养模式 助力乡
村人才振兴的通知》，支持68个培养单
位建设780个科技小院。

202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将科技
小院确立为在农业生产一线开展科技创
新和技术服务的典型案例，向全球农业
部门推广，为全球农业人才培养和技术
推广提供了中国范式和中国智慧。

在得知习近平总书记给科技小院
的学生回信后，芮玉奎说，“真的是深
受感动、备受鼓舞，我将继续培养更
多专业和实践能力强的青年学生，也
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尽快应用到实际
生产中去。”

““科技小院科技小院””点亮点亮““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本报记者 高志民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
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回信，让科技
小院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科技小院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于2009年在
河北省曲周县首创的集科技创新、社
会服务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新模式
——由研究生驻扎生产一线，专家、
教授提供技术支撑，研究解决农业农
村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农业高层
次人才，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十几年的探索让科技小院结出累
累硕果——科技小院研究生培养模式
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张福锁
院士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研
究成果先后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
《nature》上。近年来，不少高校纷
纷加入其中。科技小院模式也被推广
到老挝和非洲地区8个国家。科技小
院已成为促进农产品增收、农业增值
的有力支撑，更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
强大动力。

“提案办理单位万州区检察院积
极落实委员建议，共办理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140件，开展案发地公开听证
和法治宣传共计18次，增殖放流67
万余尾水生动物，取得良好效果。”
近日，谈起重庆万州区政协六届一次
会议《关于加强长江水域“禁渔”监
管的建议》提案的办理成效，提案撰
写者、区政协委员杨君尧深表满意。

长江十年禁渔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自2021
年万州区启动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
划》以来，生态修复效果初步显现。

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杨君尧注意
到还存在一些问题：在长江天然水域或
长江支流水域仍有不少人垂钓，为提高
垂钓效果，他们或采用有视频功能的智
能鱼竿，或运用爆炸钩垂钓，为逃避监

管，还专挑夏秋季晚上到长江支流水域垂
钓，甚至发生将钓来的鱼偷卖到市场、为
争抢垂钓地而斗殴等事件。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希望通过
‘两会’平台反映问题，推进万州区长
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和水域生态高质量发
展。”为此，杨君尧在提案中建议，严
格划定流域内禁渔保护区的范围，设置
禁捕、禁垂钓告示招牌，细化“一人一
竿”垂钓的行为规范，健全该区检察
院、渔政、公安、商务、交运等监管部
门综合监管制度。

收到提案后，主办单位会同协办单
位共同研究办理，采纳了提案建议。杨
君尧特别提到，万州区检察院联合相关
部门于今年3月31日上午在长江二桥
战备码头开展了增殖放流活动。他说：

“这次活动不仅体现了工作实效，还起

到为保护水生动物、呵护自然生态营造
氛围的作用。”

活动当天，共集中销毁各类违规钓
具、禁用渔具1857副；并向长江投放
胭脂鱼、岩原鲤、中华倒刺耙等长江濒
危珍稀鱼类共计21.24万尾。各相关单
位还进行了禁钓期联合巡航执法。

“此次增殖放流活动鱼苗资金均由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的犯罪嫌疑人自愿缴
纳。”万州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进一步规范生态修复工作，区检察院
出台了《办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生态修
复工作实施细则》，将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与生态修复工作相结合，引导犯罪嫌
疑人签订《生态修复承诺书》，进一步
强化生态环保及法制教育，深化补植复
绿、增殖放流、行政机关协同跟踪监督
生态修复等机制。

不仅如此，针对以往常出现犯罪嫌
疑人随意增殖放流可能造成物种混杂、
种群退化的突出问题，万州区检察院与
公安机关达成一致，在侦查阶段便告知
犯罪嫌疑人增殖放流的规范流程，禁止
私自增殖放流。审查起诉阶段，在犯罪
嫌疑人自愿的基础上，由其主动签订
《自愿修复生态环境委托书》，委托万州
区水产研究所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将其
缴纳的生态修复费用于增殖放流，代为
实施修复被破坏的生态。

“为确保实施效果，在增殖放流时
还将邀请公证处公证员对增殖放流现场
公证。”万州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种模式既符合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管理规定，又强化了资金监管，能更好
地修复渔业资源，取得较好的生态效应
和社会效应。

重庆万州区：提案助力长江水域“禁渔”监管
本报记者 凌云 通讯员 郝春红

沿着干净的太湖跑道骑行，
在岸边松软草地上露营，感受太
湖之畔的清风和虫鸣，体会久违
的惬意和恬静……刚刚过去的五
一假期，江苏苏州高新区，28
公里的太湖岸线变得热闹起来，
成为整个假期中市民们休闲放
松、亲近自然的最佳去处，游客
数量同比上升近107%。

太湖变热闹，正是近年来苏
州高新区（虎丘区）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让秀美生态成为
区域高质量发展鲜明底色的生动
写照，这背后也离不开虎丘政协
人的不懈努力。

近日，白荡水质净化厂上盖
光伏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全
省首个索结构柔性支架水质净化
厂，该项目采用的“光伏+净水
厂”模式，因地制宜、就地利
用，从而实现能效最高、能耗最
低的双赢效果。

“去年，我们在对全区水环
境系统治理工作进行民主监督中
发现存在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的问
题，尤其是白荡厂夏季高峰已处
于超负荷运行，亟须加快污水厂
扩建进程。为此，我们及时向相
关部门反馈，现在白荡厂扩建工
程已基本完成待通水试运行，这
也是专项民主监督推动水治理成
果的快速落实。”区政协城乡建
设和农业农村委主任谢峻表示。

近年来，虎丘区政协聚焦水环
境系统治理，先后开展对区内水环
境治理工作的主席会议协商、专项
民主监督。其中，连续三年省市区
政协三级联动对区域太湖污染防
治实施民主监督。成立由环境研
究、环保技术运用等方面的专家委
员组成的民主监督小组，对水处理
设施运行、太湖水源地退圩还湖整
治现场等实地检查，并形成水环境
系统治理民主监督报告供区委、区
政府决策参考，切实扛起共建美丽
河湖的委员担当。

在金墅港水源地，884 亩
“水下森林”初现雏形。水中水
草摇曳、鱼儿穿梭，仿佛一幅生
态水墨画。金墅港水源地是太湖
饮用水源地之一。这里原是一片
废弃的鱼塘。

“我们通过实施退圩还湖及

水源地生态修复工程，种植马来眼
子菜、狐尾藻等太湖流域本土草
种，这些有很强净化水质的沉水植
物可以在水中及水下垂直分布，形
如‘水下森林’，进一步优化恢复
水源地生态环境，提升水源水质。
去年，金墅港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
达到Ⅲ类水，达标率100%。”区政
协常委、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顾咏红
表示。

从向太湖进行“资源索取”转
变为退圩还湖、恢复生态，给太湖
以休养生息的空间是生态优先理念
的最佳注脚。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境内太
湖水面约109平方公里，太湖岸线
28 公里，拥有大贡山、小贡山、
小连山岛等岛屿和金墅港、上山两
大饮用水水源地。近年来，全区累
计投入超过100亿元，围绕水资源
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以
及水文化传承等方面采取措施，提
升太湖治理成效，实现太湖生态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如今，漫步太湖边，不仅有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诗意愿
景，一座以太湖为名的“太湖科学
城”正在拔节而起、迅猛生长。

围绕“太湖科学城”建设，虎
丘区政协牵头成立了具有政协特色
的高端新型智库——太湖科学城专
家咨询组，聚焦产业创新集群建
设、美丽河湖保护、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等重点群策群力，把脉太湖科
学城建设。今年，由民进苏州高新
区 （虎丘区） 基层委员会提出的
《关于提升核心区集聚辐射效应，
建设一流太湖科学城的建议》被确
定为虎丘区政协“1号提案”，从
打造高能级创新策源地、高水平产
业示范区、高品质要素集聚区等方
面建言科学城建设。

“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专
门询问了太湖的水质如何，还有没
有蓝藻。可以说，绿色是高质量发
展的底色。我们将深入践行‘两
山’理念，积极动员全区广大政协
委员为太湖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献
计出力，齐声共唱‘太湖美’，让
秀美生态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
明底色。”虎丘区政协主席朱奚红
表示。 （张彪）

齐声共唱“太湖美”
江苏苏州高新区让秀美生态成为高质量发展鲜明底色

5月10日，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三江源国家公园拍摄到的
藏野驴。藏野驴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青藏高原特有物种，藏野驴
是我国野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近年来，藏野驴、狐狸、狼等多种野生
动物频频亮相三江源，种群数量不断扩大。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黄
河园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副局长马贵介绍，管理局监测到的藏
野驴种群数量最高达到 520 匹，狐狸、野狼等野生动物种群也不断增
加，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成效不断显现。 本报记者 李将辉 摄

藏野驴“漫步”三江源

““科技小院科技小院””的大学生同村委工作人员在一起察看收成的大学生同村委工作人员在一起察看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