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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实力
服务海南现代农业发展，为乡
村振兴打造一支人才队伍

科技小院是什么？能带来什么？一
开始，许多农民搞不懂。

初来乍到，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认可
科技小院，师生们去做技术培训，来的农
民寥寥无几，大家的疑虑并非没有道理，
类似的培训太多了，专家讲完课就走，地
里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科技小院
会不会也是一阵风？”

“百香果是白沙重点发展的特色产
业之一，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种植技术和
管理手段，产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白
沙百香果科技小院指导老师、海南大学
副教授房传营说，为了能够快速贴近农
业生产一线，他带着学生在全岛范围内
开展百香果种植调研。

百香果病虫害是如何发生的？不同
季节又有什么差异？搞清楚这些基本问
题，高质量发展产业才有依据。师生们说
干就干的劲头、朴实无华的行动，无一不
打动着每一位种植户，黄良伟就是其一。

在海口东山镇建丰村，黄良伟夫妇
有30余亩百香果地，长期以来都是粗放
式管理，每年五、六月份，海南雨水频繁，
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容易诱发多种病
害，导致果园产量一直不高。

得知黄良伟夫妇的困境后，白沙百
香果科技小院的团队成员前往实地考
察，并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一套科学有效
的种植管理方案，从水肥管理、规范修
剪、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
建议。

2023年6月，黄良伟夫妇的果园迎
来丰收，第一批百香果产量达2万多斤，
远远超出同期，且果实品质好，收购商评
价很高。黄良伟夫妇惊叹了：“没想到第
一次‘试水’，果园就有如此大的改善，我
们决定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这群科技小院的年轻人，身上有一
种不服输、踏实肯干的精神，让我对种植
百香果的前景十分有信心。”黄良伟说，
周围不少农户看他的果园发展越来越
好，纷纷前来向科技小院的师生取经。

“白沙百香果科技小院落地以来，在
省内进行科技服务是常态。”房传营说，
如今有不少技术员和种植户主动联系他
们，大伙儿都想多学一点技术。农民有
了技术后能增智、增收，他们的科技服务
就算落到了实处。

在房传营看来，科技兴农，这就是科
技小院的“美”。通过科技小院，学生和
老师深入生产一线，零距离、零时差掌握
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开展科学研究，
再把科研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形成农业
生产新质生产力。

在科技小院一年多，有一件事让倪
世豪十分感动，“村民们看到我们真心实
意为他们着想，忙完农活时，主动拉我们
回家吃饭，专门做了招待客人的菜，这说
明他们打心底里认可我们。”

如今，在黄良伟看来，科技小院虽然
只是几间平房、三两学生，却是能让人暖
心、安心的地方。

在接地气
一改常规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们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我省三家科技小院获评全国“最美科技小院”——

这一方小院，究竟“
”在哪？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在乐东

黎族自治县尖峰镇，农民

李叔种植火龙果多年，最近，他结识了

一些新朋友——来自海南大学的乐东火龙果科技

小院师生。

“我第一次在田里跟大学生打交道。”李叔直言，科技小院成

立时，他没想过和这群学生有多少交集。可一段时间相处下来，

学生们还真解决了一些困扰他很久的种植问题，特别是通过标准

化种植，让火龙果品质提升了不少。

一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科技小院正为海南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

广科技小院模式，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专家服务农业农村。

日前，海南白沙百香果科技小院、乐东火龙果科技小院以及

儋州食用菌科技小院获评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最美科技小

院”。这些科技小院何以“最美”？小院里发生的故事，正在给出

答案。

将科研生产一线搬到田间地头，
让“象牙塔”和“泥土地”互济交融，科
技小院不仅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前沿
阵地”，更孕育着发展现代农业的无
穷力量。

“培养了许多有深深爱农情怀的
研究生，这也是科技小院的‘美丽’之
处。这些学生大多数有志于毕业后
从事涉农方面的工作，为乡村振兴打
造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儋州食用
菌科技小院指导老师、海南大学教授
聂立孝说。

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廖万杰和邹
瑞龙，一进校就跟着聂立孝开展林下
经济研究：海南橡胶种植面积800万
亩左右，近年来胶价低迷，对胶农生产
积极性造成打击，大片橡胶林没有好
好被利用，如何发展橡胶林下经济？

经过全岛调研，师生们发现，橡
胶林下少光和水分适宜的环境十分
符合食用菌生长要求，且目前海南食
用菌产业还不成熟，非常具有发展潜
力。于是，他们在橡胶林下引入食用
菌，并进行系列研究。

近年来，儋州食用菌科技小院师
生们攻克了橡胶林下食用菌轻简高
产栽培技术，使得每亩橡胶林可产鲜
菇450公斤，利润最高可达5万元，极
大提高了胶农的生产积极性。这项
技术还入选“海南省2023年农业主
推技术”。

此外，师生们还在儋州和昌江等
地建立菌种生产车间和栽培示范基地，
为海南橡胶林下食用菌产业提供种源
输出、技术输出、品牌输出等服务。

“有了技术还不够，还要有懂技
术的人。”小院师生们把目光放得更
远，他们通过微信、抖音等线上宣讲，
让超过40万人了解到这个产业；通
过基地参观、技术培训等线下活动，
直接培训近200人掌握了橡胶林下
轻简高产栽培技术。

在聂立孝看来，科技小院中萌生
的，不仅是助推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的有效模式，还有涉农专业学生
知农爱农的情怀，以及承担起强农兴
农的使命担当。

在海南大学求学这些年，廖万杰
先后获得向上向善海南好青年、第七
届全国大学生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
工程相关专业创新创业竞赛特等奖
等荣誉，还获国家授权专利15项。
目前，他还自主创立公司，从事海南
橡胶林下食用菌栽培示范推广。

“把技术真正地推广到哪怕一户
农民的家中，都是值得的。”有了科技
小院的经历，廖万杰更加坚定了在海
南投身助农事业的决心，而在他的影
响下，邹瑞龙等一批优秀学子也计划
留琼发展，服务海南乡村振兴战略。

实际上，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科协
获悉，不止这三家“最美科技小院”，
近年来海南大力推动科技小院建设，
目前已建成53家科技小院，均围绕
海南重点农业产业进行布局，涉及水
稻、菠萝、文昌鸡等产业，推动更多科
技成果转化为农业新质生产力。

当年轻而青涩的面孔站在乡村
的土地上，是充满想象力的。省科协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我省将进一步
加大对科技小院的支持力度，更好地
发挥科技小院的示范作用，打造更多

“最美科技小院”，为乡村振兴注入科
技和人才力量。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

为何这些大学生

心甘情愿留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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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儋州
食用菌科技小院

依托专业的科研团队
走遍儋州市 17个镇、10个国营农场公司

通过各类方式，培训 1000人次
带动从业 100人
为当地平均每亩橡胶林
增收5000元

海南乐东
火龙果科技小院

在乐东、东方两个市县建立了 10个规模 500亩以上的
种植农场和 1个火龙果育种中心

其中
红心火龙果种植面积5000余亩
全年累计总产量超4000万斤
通过新技术使基地经济效益
累计增加约200万元/年

海南白沙
百香果科技小院

自2022年正式运作以来
累计入驻硕士研究生4人
小院师生拥有发明专利6项、高水平论文 7篇
累计培训800余人次
拥有航天育种群体约4万份

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三合火
龙果种植基地，一条长达百米的科
技长廊成了老乡们常去的地方。“火
龙果在生长过程中，不同阶段对养
分需求有什么变化？”看着展板，李
叔积极地向身旁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提问。

跟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李叔
也没想到，他这个公认的“土专家”
有朝一日竟成了“小学生”，而他求
教的“老师”，是海南大学硕士研究
生段耀威和周义良。

“我们都是按老经验种地，不明
白里面蕴含的科学知识，现在行不
通啦。这群学生能指导我们更加科
学、专业地种植，当然要听他们的！”
李叔笑呵呵地说。

自2021年乐东火龙果科技小
院成立以来，这样的场景，时常
发生。

“科技小院最大的特色体现在
人才培养模式中，就是‘接地气’。”
该小院指导老师、海南大学副教授
高伟说，借助这种不同于常规的人
才培养模式，师生们把课堂搬到田
间地头，让理论知识接地气，不仅让
学生得到锻炼，也让农民长了见识。

白天，学生们扛着农具到果园里
一泡就是一整天：跟踪火龙果生长、
分析土壤数据、做补光实验等，样样
不落下。晚上，他们回到宿舍里，还
要开研讨会、整理数据写论文。

“每天我们会记录火龙果的生
长趋势，倒推分析流程，看哪些地方
能够改进，再去实验室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段耀威说，来到科技小院
的这段时间，他深切感受到科技成
果转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最重要
的是让农民听得懂。”

同样的场景也在白沙百香果科
技小院上演。若不是黝黑的脸庞上
还带有一丝青涩，一身朴素打扮的

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倪世豪和王露
做起农活来，老练得不像个学生。

“别看现在熟练，我来海南前压
根没见过百香果，更别提掌握种植管
理技术了。”来自安徽的王露坦言，他
到了田间地头实践才知道，种植并非
挖个坑、埋个苗那么简单，挖坑有深
浅、播种有间距、浇水有早晚，每一项
都需要到地里实践才得知。

设立在乡野村间的科技小院，
学生们一年要待上200多天，生活
作息跟着农时走，隔三差五就要到
地里观察作物生长，放假也不能回
家，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常态。农业
生产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经常一
场风雨，就把学生们辛苦培育的“实
验成果”摧毁。

“无助，孤独。”起初，这样的生
活、学习环境让从小在城市里长大
的段耀威非常不适应。“我知道，学
农是要吃苦的，但刚到小院，炎热的
天气、陌生的环境、简陋的条件，都
让我无所适从。”那时，他常常坐在
床上发呆，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

生活之苦尚可克服，最难熬的
还是对发展方向的迷茫。在科技
小院待久了，不只段耀威，有不少
学生都会陷入低迷的情绪：“这样

‘自讨苦吃’的大学生活，到底是为
了什么？”

回答是有力的。通过在科技小
院的历练，曾经寡言内向的段耀威，
如今面对几十个老乡能自信大方地
讲上好几个小时；还有的学生曾经

“十指不沾阳春水”，如今洗衣做饭
样样精通，回家时惊呆了父母。

学生们的变化让高伟欣喜又感
动，他认为，学生个人综合能力的提
高对于他们未来进入社会更加重
要。科技小院之“美”就在于足够接
地气，提供了一个将教育、科技和人
才培养紧密结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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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暖民心
帮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小院师生生动演绎科技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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