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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实现共赢共享，，科技小院孜孜以求科技小院孜孜以求。。
为了共享中国经验为了共享中国经验，，中国农业大学打造了中非科技小院中国农业大学打造了中非科技小院

班班，，为非洲培养了一批高素质农业人才为非洲培养了一批高素质农业人才。。
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班负责人焦小强说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班负责人焦小强说，，中非科中非科

技小院班采用技小院班采用““11++11++11””的模式的模式，，留学生第一年在中国开展理留学生第一年在中国开展理
论和实践学习论和实践学习，，第二年返回到非洲开展科技小院落地第二年返回到非洲开展科技小院落地，，第三第三
年在中国开展论文答辩年在中国开展论文答辩。。其中其中，，第一年实践学习要在曲周实第一年实践学习要在曲周实
验站和科技小院驻扎一个作物生长季验站和科技小院驻扎一个作物生长季，，开展实验开展实验、、尝试支教尝试支教、、
体验农村文化活动体验农村文化活动。。

谷子是布基纳法索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谷子是布基纳法索的主要农作物之一，，每公顷产量每公顷产量22吨吨
左右左右。。在布基纳法索农业部门工作的萨图宁在布基纳法索农业部门工作的萨图宁，，20192019年来到年来到
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硕士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开始他根本不相信中国的谷子每公开始他根本不相信中国的谷子每公
顷产量能超过顷产量能超过66吨吨。。

在曲周在曲周，，研究生导师焦小强在指导他的同时研究生导师焦小强在指导他的同时，，还安排了还安排了
一位当地农民帮他了解谷子从种到收的全过程一位当地农民帮他了解谷子从种到收的全过程。。收获时收获时，，实实
测产量每公顷测产量每公顷66..66吨吨。。

““我拿着沉甸甸的谷穗和家人视频我拿着沉甸甸的谷穗和家人视频，，惊叹说惊叹说，，‘‘这简直是这简直是
奇迹奇迹’’。。””萨图宁说萨图宁说。。回国后回国后，，萨图宁用在中国学到的间苗萨图宁用在中国学到的间苗、、施施
肥肥、、灌水灌水、、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当地村民种植谷子指导当地村民种植谷子，，目前目前
每公顷产量已经达到每公顷产量已经达到44吨左右吨左右。。

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赛姆的家乡马拉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赛姆的家乡马拉维，，极端天气经极端天气经
常影响玉米出苗率常影响玉米出苗率，，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也时有发生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也时有发生。。他他
说说：：““我格外珍惜来中国的学习机会我格外珍惜来中国的学习机会，，在这里在这里，，可以进行充足可以进行充足
的覆膜试验的覆膜试验，，系统了解中国对病虫害的防治方法系统了解中国对病虫害的防治方法，，为回国后为回国后
进行科技推广积累经验进行科技推广积累经验。。””

目前目前，，中非科技小院班已先后为埃塞俄比亚中非科技小院班已先后为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莫桑比克、、马拉维马拉维、、布基纳法索等布基纳法索等1010多个非洲国家培养了多个非洲国家培养了6060
多名农学类研究生多名农学类研究生，，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20212021年年、、20222022年连续向年连续向
全球推广这种合作模式全球推广这种合作模式，，称其是在生产一线赋能小农户的典称其是在生产一线赋能小农户的典
型案例型案例。。目前目前，，中国农业大学正探索在非洲一些国家建立科中国农业大学正探索在非洲一些国家建立科
技小院技小院，，已有已有22个小院在马拉维建成个小院在马拉维建成。。

科技小院贡献世界的科技小院贡献世界的，，不仅是对非洲学生的培育不仅是对非洲学生的培育，，很多很多
研究的突破研究的突破，，也在不断丰富着人类对农学领域的认知也在不断丰富着人类对农学领域的认知。。

““我们依托科技小院的成果我们依托科技小院的成果，，陆续在陆续在《《自然自然》《》《科学科学》《》《美国科美国科
学院院报学院院报》》等期刊及其子刊发表了等期刊及其子刊发表了2020多篇论文多篇论文，，大量来自一线大量来自一线
的数据让这些论文的影响力非常大的数据让这些论文的影响力非常大，，为全球植物营养与养分管为全球植物营养与养分管
理等农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理等农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说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说。。 （（新华社石家庄新华社石家庄55月月2525日电日电））

小院联通中外

5月5日，前衙科技小院的学生张桂花（中）向农户讲解葡萄种植技术。 （新华社记者 岳文婷 摄）

扎根乡野解民生治学问
——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教学实践见闻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范世辉 赵鸿宇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

小院的同学们回信。回信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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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省曲周

县探索成立科技小院，把研究生派驻到农

业生产一线，在完成知识、理论学习的基础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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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校已在全国24个省区市

的91个县市区旗建立了139个科技小院。

10多年来，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

学生们“自找苦吃”，走进乡土中国深处，把

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谱写了

一首新时代大学生的奋斗之歌。

华北平原麦浪滚滚华北平原麦浪滚滚，，一片丰收在即的景象一片丰收在即的景象。。
在曲周县在曲周县，，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往来田间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往来田间，，看看

小麦长势小麦长势，，和农民交流和农民交流，，续写着老一辈农大人在这里改土治续写着老一辈农大人在这里改土治
碱服务三农的传奇碱服务三农的传奇。。

曲周地处河北省南部黑龙港流域低洼地带曲周地处河北省南部黑龙港流域低洼地带，，曾有曾有 2828万万
亩盐碱地亩盐碱地，，““春天白茫茫春天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夏季水汪汪，，只听耧声响只听耧声响，，不见粮归不见粮归
仓仓””是历史上当地真实写照是历史上当地真实写照。。

19731973年年，，原北京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的石元春的石元春、、
辛德惠等几名老师辛德惠等几名老师，，来到曲周县盐碱最重的张庄村来到曲周县盐碱最重的张庄村，，住进漏住进漏
风风、、漏雨漏雨、、漏土的漏土的““三漏房三漏房””，，开始旱涝碱咸综合治理研究开始旱涝碱咸综合治理研究。。

在他们的努力下在他们的努力下，，昔日昔日““盐碱滩盐碱滩””渐成渐成““米粮川米粮川””。。此后此后，，
旱涝碱咸治理成果走出曲周旱涝碱咸治理成果走出曲周，，推动了我国涉及推动了我国涉及 33..88亿人口亿人口、、
44..77亿亩耕地的低产田治理亿亩耕地的低产田治理。。

爱农情怀爱农情怀，，薪火相传薪火相传。。
改土治碱取得阶段性进展后改土治碱取得阶段性进展后，，老一辈科学家继续留在曲老一辈科学家继续留在曲

周进行综合开发工作周进行综合开发工作。。师生们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实验站开师生们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实验站开
展各种研究展各种研究，，他们发现他们发现，，实验站和农民的田地虽只实验站和农民的田地虽只““一墙之一墙之
隔隔””，，却却““产量悬殊产量悬殊””。。

眼睁睁看着群众的产量上不去眼睁睁看着群众的产量上不去，，师生们坐不住了师生们坐不住了，，怎么办怎么办？？
““搬出实验站搬出实验站，，住到村里去住到村里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林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林

说说，，20092009年年，，为了方便送科技到地头为了方便送科技到地头，，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
里里，，部分师生搬到白寨村一农家院子住部分师生搬到白寨村一农家院子住。。农民们亲切地把这农民们亲切地把这
个院子称为科技小院个院子称为科技小院。。后来后来，，其他科技小院也陆续建起来其他科技小院也陆续建起来。。

小院师生们让当地农民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小院师生们让当地农民看到了科技的力量。。20102010级研级研
究生黄志坚向王庄村农民推广究生黄志坚向王庄村农民推广““水氮后移水氮后移””技术技术，，小麦亩产突小麦亩产突
破破650650公斤公斤，，比当地最好地块还高出比当地最好地块还高出100100公斤公斤。。他通过合作他通过合作
社集中采购种子社集中采购种子、、化肥化肥、、农药等农药等，，让农资成本降低了让农资成本降低了1010%%。。

类似事迹不胜枚举类似事迹不胜枚举。。科技小院科技小院，，成了农民农业生产的主成了农民农业生产的主
心骨心骨。。20122012年年，，黄志坚一个黄志坚一个““村外人村外人””，，破天荒地当选村支书破天荒地当选村支书。。

农民的信任农民的信任，，厚植了学生们的爱农情怀厚植了学生们的爱农情怀；；农民无微不至农民无微不至
的关心的关心，，更让他们把农民当成了家人更让他们把农民当成了家人。。

““小院生活期间小院生活期间，，村民看我常吃泡面村民看我常吃泡面，，就送来了蔬菜就送来了蔬菜；；有有
时候下大雨时候下大雨，，村民冒雨给送伞村民冒雨给送伞。。””20182018级研究生叶松林说级研究生叶松林说，，村村
民听说他准备离开小院返校写毕业论文时民听说他准备离开小院返校写毕业论文时，，纷纷拿来家里的纷纷拿来家里的
梨梨、、苹果苹果、、鸡蛋送他鸡蛋送他。。

最终最终，，叶松林毕业后选择留在曲周实验站工作叶松林毕业后选择留在曲周实验站工作，，继续为继续为
当地农民服务当地农民服务，，与他深爱的农民在一起与他深爱的农民在一起。。

厚植爱农情怀

先把农民当老师，再做农民的老师，学生们在科技小
院练就兴农本领。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负责人张卫峰介绍，科技小
院的学生是三年制，他们要在这里进行2个月左右的学前
培训，开学后在学校进行 5个月左右的理论学习，之后在
科技小院进行20个月左右的实践，再返回学校，撰写毕业
论文。

植根广袤田野，学生们从实践中如饥似渴地汲取营
养。

“刚来的时候，我甚至分不清麦苗和野草，在老师和乡
亲们的带领下，我走遍了全县所有乡镇查看苗情，每到一
处都与种植大户等交流，半个多月后，我就开始给农民进
行技术培训了。”2021级研究生吴依曼说。

科技小院学生还深入涉农企业，在服务企业中成长。
2019年，地处曲周县的有机肥制作企业邯郸市沃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遇到鸡粪制肥发酵慢的难题，负责人李书立
找到科技小院，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朱高玄随即来到了企
业。

“想弄清楚不升温的原因，就得在发酵池取样，我每天
就跳进鸡粪池中，用手扒鸡粪，分层取样。”朱高玄说，当时
每天带着一身鸡粪味儿，做实验、查文献、问导师，经过近
1个月的研究，终于使发酵期由60天降到30天左右，还降
低了30%的生产成本。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学到了很多，
还获得了3项发明专利。

科技小院培养了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
队伍。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等受访企业说，这些
学生既懂农业，又懂产品，还耐得住寂寞，企业特别需要这
样的人才。

练就兴农本领

目前，科技小院已经培养了700多名研究生。这些学
生中，70%以上依然在从事涉农方面工作。

科技小院首届学生曹国鑫，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农业上
市公司进行药肥一体化和水肥一体化研究。得益于此前
积累的经验，曹国鑫认为，新产品必须方便农民使用才
行。为此他选择在农田中和农民共同研发，产品很快被推
广。

“和我同一批到科技小院的另外 3名研究生，有的在
大型种植公司做技术主管，有的在农业高校教书，有的在
农业方面自主创业，都在坚持服务农业农村。”曹国鑫说。

近年来，曲周县发展了 2万多亩甜叶菊种植，其田间
管理复杂，人力成本较大。为此，叶松林进行了甜叶菊育
苗、移栽、覆膜、起垄、水肥一体化等全程机械化实验。利
用新技术，每天可种植15亩左右甜叶菊，还能同时铺设滴
灌带，方便后期管理。

“今年中试成功后，明年曲周的农民就可以无偿使用
这些技术，实现种植降本增效。”叶松林说。

曲周县前衙村有 40多年葡萄种植传统，全村种植了
近 2000亩葡萄。2017年前衙科技小院建成后，学生们发
现农民种植葡萄习惯大水大肥，不但浪费水资源，还出现
了土壤板结。为此他们开始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在保证
产量的基础上，每亩地减少了200元投入。学生们还指导
农民利用无人机针对不同苗情变量用药，助推了农业绿色
发展。

“一批批农大师生接续奋斗、扎根农村、服务农民，把
论文写在了曲周大地上。”曲周县委书记孟凡雄说，近年
来，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支持下，曲周被认定为国家创新型
县、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支撑体系建设试点县、全国农
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

奋力建功立业

5月13日，在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农机装备库，
教师叶松林在检查农用无人机。（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摄）

5月13日，科技小院的师生在河北曲周“绿色吨半粮”万亩
示范基地查看麦情（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岳文婷 摄）

5月13日，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的学生在实验
室工作。 （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摄）

5月13日，白寨科技小院的学生在麦田中进行土壤取
样。 （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