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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村 助农“智”富

科技小院承载乡村大未来
本报记者 方腾 文/图

6 月 15 日早晨，延安科技蔬
菜小院驻站研究生李睿吃了早
饭后，便一头扎进安塞区生态
农业示范园的大棚里，一忙就
是一上午。

李睿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大
棚里，测土、施肥、跟踪蔬菜生
长、分析土壤数据，这些都是他的
工作职责，既是种地，也是科研。

延安科技蔬菜小院是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延安蔬菜试验站
申请成立的，集蔬菜产业科技
创新、技术推广、人才培养于一
体 ，将 田 间 与 课 堂 、科 研 与 推
广、创新与实践紧密结合，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科技小院既“接地气”又“聚
人气”。驻站研究生们常挽起裤
腿下地，带着两脚泥回来。他们
与村民一起劳作干活，为村民提
供“零距离”、“零门槛”的科技服
务。小院还充满科技感。研究生
们把小院打理得井井有条，在这
里，农事管理依靠现代科技，从选
种、育苗、移植、管理到收获，都
有机械参与，还可以看到很多少
见的新品种，令人大开眼界。

“我们定期派学生轮流前往
科技小院驻站，让他们到田间地
头去做自己的课题试验，同时也
为当地村民送去了农技。”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二级教授李建民
介绍，2019 年以来，团队主要开
展了品种引进、新型棚体结构改

造升级、基质栽培示范、水肥管
理技术推广以及组织技术培训
等工作，实现了新型温室结构设
计、轻简化基质栽培技术、设施
新能源利用技术、农机农艺融合
技术和设施蔬菜智慧化管理等
技术创新，为当地设施农业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

“截至目前，延安科技蔬菜
小院已经展示技术 20 余项，辐
射 带 动 设 施 蔬 菜 面 积 6.4 万
亩。专家教授和学生们把‘家’
安到村子里，给当地带来了发
展契机，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
到 农 业 科 技 带 来 的 便 利 和 收
益，真正为安塞区农业现代化
建设赋能增值。”安塞区蔬菜中
心副主任科员郝海金说。

科技小院，方寸之地，承载
着乡村的大未来。为新品种培
养、新技术推广和产业发展作
出突出贡献，为农业科技创新
和科学普及注入了新动力。

据了解，我省科技小院涵盖
小麦、苹果、木耳等特色产业，各
类科技小院将充分发挥科技专
家优势，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术
难题，用新品种新技术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和
县域经济发展。随着小院模式
深入探索、内涵不断丰富，科技
小院正成长为“聚神、聚人、聚
力、聚气”的新时代乡村振兴发
展实践新高地。

最近，科技小院频频进入大众视野。接地气的小院里，学生们在田间地头忙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把成果留在农民家，为乡村产业发展厚植科技底色……

科技小院展现出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也正成为一块培养农业人才的肥沃试验田，以星星之火

之势，将更多农民培养成为懂技术、有能力的“土专家”和“带头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这片西红柿感染了斑萎病，
得及时防治。另外，要及时打杈，
增强通风采光。”6 月 25 日上午，在
泾阳县云阳镇樊尧村一座西红柿
大棚内，泾阳县蔬菜试验示范站专
家工作站首席专家张明科正在查
看西红柿坐果、病虫害情况，向农
户传授大棚蔬菜田间管理技术。

和 张 明 科 一 起 的 ，还 有 3 名
泾 阳 蔬 菜 科 技 小 院 的 驻 站 研 究
生 。 2016 年 ，泾 阳 县 蔬 菜 试 验 示
范 站 在 泾 阳“ 安 家 ”，2021 年 ，小
院正式揭牌。科技小院做什么？

“为泾阳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同时辐射陕西省
乃至西北地区的蔬菜产业发展。”
张明科说。

泾阳是西北地区著名的蔬菜

主产区。2012 年前后，泾阳县蔬菜
产业面临土地连作障碍、品种单
一、效益低下等难题，农户渐渐失
去种菜信心。

为破解蔬菜产业发展难题，泾
阳县蔬菜试验示范站进行了很多
尝试。“我们坚持研发、引进筛选新
品种，部分水果西红柿品种已经推
广出去并深受市场青睐，成为泾阳
的一张亮丽名片。”张明科介绍，
团队还在研究高效栽培、设施土壤
次生盐渍化改良修复等技术，提升
蔬菜品质。

科技小院服务咸阳 3 个县、17
家示范园区，引领产业发展，新品
种新技术辐射到省内的三原、高
陵、礼泉等 12 个县（区）以及青海、
宁夏等省份，累计推广面积 152 万

多 亩 ，新 增 经 济 效 益 超 2 亿 元 。
2022 年，泾阳县蔬菜年产值达 24 亿
元，“泾阳西红柿”入选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

科技小 院 成 立 至 今 ，50 余 名
研究生、博士生在在田间地头完
成科研课题。值得一提的是，科
技小院还为当地培养了很多本土
农业人才。驻站专家深入田间地
头 ，培 养 了 31 名 基 层 农 民 技 术
员。泾阳县云阳镇中街村职业农
民、三秦尚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许强就是其中一员。在驻站
专家的指导帮扶下，他带动 350 余
人 靠 设 施 蔬 菜 产 业 实 现 增 收 致
富 。 如 今 ，许 强 又 多 了 个 身 份
—— 农 民 技 术 员 ，送 农 技 、解 民
忧，帮助群众增产增收。

“现在干农业，科技说了算，不
仅要有新的种植技术，还得有知
识。有科学作支撑，增产增收才有
底气。”6 月 17 日，平利县长安镇田
珍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学华来
回奔波于茶园和茶厂间，为将要开
展的茶叶加工技术培训做准备。
胡学华说，他创业前期因为没技术
走了不少弯路，现在不能再让家乡
的茶农吃一样的亏。

2017 年，田珍茶业有限公司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安康学院和
省、市、县三级农技推广中心聘请
专家 25 名，设立了市级“茶叶专家
创新工作站”，建成了“田珍茶业”
科技小院。

这一年，平利的茶农深受茶尺
蠖虫害困扰，在科技小院专家的科
学指导下，有效防治了茶尺蠖，帮

助茶农克服了困难。
“科技小院全面、专业的科技

服务，为公司不断在改革创新中寻
求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胡
学华介绍，科技小院专家团队主张
茶园生态化、栽培绿色化，从源头
抓好茶树的种植管理。

科技小院专家团队对茶农进行
生态茶园栽培、有机茶园生产技术
培训，并帮助开展低产茶园改造。
在茶树鲜叶采收上，专家在除草、施
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制
定了系列标准措施。同时，制定采
茶标准，把握采茶周期，掌握人工采
茶和机械化方法。对鲜叶的嫩度、
匀度、净度和新鲜度等质量验收与
分级、运送、摊放处理环节实施严格
把关，保证了茶叶的产量、品质和茶
园的持续高产、优质，提高了茶园的

产量和经济效益。
“通过科技小院的技术支撑，公

司在产品研发上取得了新突破，开
发出了白茶、绞股蓝茶等茶叶的制
备工艺，创新推动茶叶全产业链发
展，助力‘田珍茶叶’成为一张独具
特色的‘茶名片’。”胡学华说。

科技小院的科研团队借助平
利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推
动涉农科技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
力，培养了一批懂农业、爱农民、爱
农村的新型人才。科技小院大力
开展科普培训，组织专家和技术人
员开展田间技术指导服务，现场解
决技术难题，也在村民心中一点点
积累起口碑。

后来，公司创办平利县首家农
民田间学校，常年培训农民 1000 人
（次）以上，培育职业农民50名以上。

科技小院让乡村更“智”慧

把论文写在广袤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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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珍茶业田珍茶业””科技小院专家团队深入茶园传授茶园管理技术科技小院专家团队深入茶园传授茶园管理技术。。

张明科张明科（（右右））给农户指导大棚蔬菜田间管理注意要点给农户指导大棚蔬菜田间管理注意要点。。

许强许强（（中中））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开展农民技术培训。。

延安科技蔬菜小院驻站研究生李睿正在延安科技蔬菜小院驻站研究生李睿正在
试验田里管理番茄试验田里管理番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