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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两件事让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

环境学院副教授焦小强特别高兴。一是

他所在的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团

队获评 2025 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二是他在南半球的非洲学生获得了玉

米大丰收。

马拉维共和国，非洲东南部内陆国家。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3/24
年人类发展报告》，该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在

19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172位。

焦 小 强 的 非 洲 留 学 生 Madalisto
Chirwa和 Sylvester Panyani，正在他们的家

乡马拉维收玉米。具体而言，是在马拉维

Lisasadazi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模式正在服务非洲绿色发

展。焦小强说，2024年，中国农业大学和马

拉维科技大学合作，在当地建设科技小院

非洲中心。目前，除了 Lisasadazi科技小院，

当地还建成了 4个科技小院。其中，Thuchira
科技小院和位于河北省曲周县苏小营村的

苏小营中非科技小院是“双胞胎”。

28岁的非洲姑娘 Brenda Viyuyi是“双

胞胎”科技小院的一员，也是 Madalisto
Chirwa和 Sylvester Panyani的师姐。两位师

弟大获丰收的喜悦，Brenda Viyuyi一年前

也体会过。在苏小营，她讲述了自己用中国

技术助力解决非洲饥饿的故事。

2023年，她在苏小营中非科技小院学

习 8 个月后，回到马拉维 Thuchira 科技小

院开辟了 0.36公顷试验田，还培训了 30名
“科技农民”。

她打开手机相册，给记者展示培训前

后当地农民种植的玉米有何不同。

照片里，按照当地传统的种植经验，玉

米间距稀疏不一，病虫害严重。用上她带回

去的土壤肥力培育、玉米适度增密、草地贪

夜蛾防控等技术后，玉米间隔合理，身姿挺

拔，高度相似，少有病虫害。

再看收获的玉米棒子——原先品质参

差不齐，大多短小且玉米粒稀疏。用了科

技小院的技术后，玉米个个硕大，穗行数

一致，且颗粒饱满。当地农民高兴得抱着

玉米合影。

“我把这里的技术带回去，试验田的玉

米产量比没用新技术的时候翻了不止一

倍！”她兴奋地说，“过去一公顷收获玉米

2.5吨，我们的试验田可以收获 7吨！”焦小

强补充，在马拉维北部区的 Mzuzu科技小

院试验田，每公顷可以收获约 10吨。

“以前人们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这样就

可以吃三顿饭了。”Brenda Viyuyi说，当地

采用新技术的农民，不仅可以吃饱饭，赚

的钱还够买化肥、农具、种子。

聊到这件喜事，Brenda Viyuyi一边比

着 OK 的手势，一边笑着对记者说：“我对

我自己百分百满意！”

不止马拉维。焦小强说，中非科技小

院项目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下，已经先

后吸纳了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 13个
非洲国家的 90余名留学生。

焦小强和他们几乎都打过交道。“我

们科技小院的技术，用在非洲就可以解决

当地人的温饱问题，改变当地农民的命

运。这是知识的力量，更是中国经验

和智慧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贡献的

力量。”

非洲留学生：中国技术助力家乡农民吃饱饭

□ 张 茜

前不久，中国农
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
团队获评 2025 年度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聚光灯再次照亮
科技小院这个群体。
事实上，2009年创立
至 今 ， 相 关 高 校 、
院所等的师生驻扎
在 农 村 一 线 解 民
生、治学问的科技
小院已获得不少殊
荣：2023年五四青年
节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
技小院的学生回信；
2024 年 、 2025 年 ，
科技小院被连续写入
中央一号文件。

荣誉有起点，奋
斗无终点。科技小院
师生并没有靠在荣誉
上歇脚，而是在每一
次聚光灯熄灭之后，
默默拉起行李箱走向
下一个村庄。

“先有实验站，
后富曲周县”——在
河北曲周的田间地
头，中国农大老一辈
的科学家俯身耕作数
十载，将盐碱地改造
成“米粮川”。如今
新一代的农大师生住
进村屯农家创立科技
小院，开展绿色高产高效攻关和区域综
合治理，使曲周县一跃成为全国农业绿
色发展典型案例。

各级媒体争相报道科技小院，而师
生们用草帽盖住头顶光环，接续深入更
辽阔的中国大地——在内蒙古、陕西、
黑龙江等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蹲在地
里搞科研，帮当地村民让小麦、苹果、
土豆等作物增产；在洱海之畔，用科技
锁住农业面源污染，守住“苍山不墨千
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诗意画面。

这份不止步于荣誉的清醒，恰是新
时代奋斗者最珍贵的品质之一。

小院人的选择，源自对民生之多艰
的怜惜——扎根在曲周盐碱地里的同
学，见不得老农冒险口尝化肥辨真假，
即便是从建识字扫盲班开始，也要教农
民读懂氮磷钾。

小院人的进取，反映出知识分子不
畏艰难的精神底色——移居到苍山脚下
的同学，不愿洱海变脏变臭，即便是冒
雨取水采样 1700 余人次，也要死磕流
域污染源，把论文写进清波里。

小院人的坚持，折射出年轻人无限
的创新潜力——这群年轻的“新农
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之骄子”，
他们开着电动小三轮车，驰骋在田间
地头，接力开辟出了一条科技报国的
新路子。

从平原到高原，从北方到南方，截
至2024 年，全国已建成1800 多个科技
小院，1万余名研究生如同火把，照亮
点点村庄。而乡村振兴这场持久战，还
需万千火把接力奔赴。坚持把荣誉当起
点，奉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便没有什么远方不能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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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茜

晚上 10点多，从北京出发的记者团终

于到达位于苍山下、洱海边的云南省大理

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整个村

庄已隐入黑夜里。

洱海是大理人的“母亲湖”，被誉为“高

原明珠”，然而长期以来饱受污染。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古生村，叮嘱“一定

要把洱海保护好”。

当地政府以“断腕”的决心加以治理，

收效明显，但在一些方面仍力有不逮。2021
年年底，科技小院发起人、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应大理白族自

治州委书记杨国宗邀请，在古生村开辟“新

战场”——中国农业大学与云南农业大学

等全国约 50家科教单位、企业一起搭建科

技小院集群，打响“洱海科技大会战”。

科技小院如何“爆改”古生村？今年五

四青年节前夕，在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

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两周年之际，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这个热播电视剧《去

有风的地方》中“有风的地方”，实地探访。

三轮车“狂飙”追污染，氮
磷含量现“拐点”

清晨，走上洱海生态廊道，远处层云交

叠跌落苍山，阳光穿云而过洒向洱海。微风

扫过湖面，卷着水汽流向村庄。近处一排排

白族院子，青砖黛瓦、粉墙画壁，安静地伫

立在鸟语花香里。

忽然，两辆红色电动小三轮车打破了

宁静。开车的科技小院学生把记者和铁锹

一起装进后斗，掠过硕大的棕榈树叶，往村

里驶去，驶进他们的故事里……

2022 年夏季的一天，夜里 12 点左右，

终于等到了暴雨。科技小院学生、中国农业

大学研究生申其昆和师弟立刻抓起采样

瓶、披上雨衣冲进雨幕。他们要追上从农田和

村庄冲刷下来的雨水，好检测污染从何而来。

申其昆在洱海生态廊道下水取样，突然一束

光打到脸上，只听有人喝止：“干啥的！”

原来是洱海执法大队，他们误将两名

取水样的学生当成了偷鱼贼。

这个乌龙事件，如今已成为洱海科技

大会战的经典注脚。当时的洱海正经历治

理阵痛。当地虽已腾退 1806户居民打造了

129 公里环湖生态廊道，建成了绵延数千

公里的排污管网，禁种了大蒜等高污染风

险作物，但水质仍不理想。因此科技小院到

此的第一战，就是“洱海水质保卫战”——

选取 4.8平方公里作为试验区“解剖麻雀”，

为洱海全流域 2565 平方公里的保护和发

展探新路。

科技小院自 2009年发起，以师生长期

驻扎在田间地头解民生、治学问见长。学生

们习惯驾驶小三轮车在地里迎风开道，但

连张福锁都没想到，这小三轮车后来竟开

到了洱海边。

张福锁这个种地大咖，一开始也搞不

明白水里的事儿：从苍山流下来的清泉，怎

就成了入湖的祸水？污染源到底在哪儿？

他在村里踱步到刻有“一定要把洱海

保护好”字样的石碑旁，盯住入湖水流，灵

光乍现：何不从入湖口溯流而上，把水“截”

成几段监测看看？

申其昆在北京师范大学几位老师的带

领下踏勘水系，发现古生村有 6个入湖口，

从入湖口倒追到苍山脚下，就形成了大约

4.8平方公里的古生片区研究区域。

在这个研究区域内，小院师生建立了

“六纵七横”监测网络，涵盖片区面源污染

排放-输移-入湖全过程。“六纵七横”的交

叉点，就是水质监测的取样点。

大家猜测，暴雨冲刷可能是污染入湖

的重要原因。为了进行精准监控，小院学生

们开起小三轮车，冲进 2022年的雨季。

“哪怕是在凌晨三四点下起暴雨，同学

们也会马上起来取样。”科技小院学生李光

达说。申其昆记得，有的女同学驾驶技术不

太熟练，又着急出发，结果开三轮车撞到了

墙上，还有人不小心翻到了稻田里。

古生村科技小院负责人、中国农业大

学副教授金可默说，2022 年的取水采样

工作投入了 1700 余人次，采集样品 3000
多个。污染源终于被同学们追了出来——

入湖污染约 50%来自肥沃农田，另外约

50%则源于村庄。

谜题破解后，2023年 5月，科技小院面

源污染防治工程全面启动。金可默介绍，通

过精准施肥管理、退水净化处理、生态湿地

修复“三道防线”，试验区当年即拦截污水

32.1 万立方米，入湖氮磷总量锐减 22.7%和

30.8%——古生村入湖水流氮磷含量曲线迎

来新的“拐点”，洱海污染治理有了新思路。

采访期间，古生村又下了几场雨，但新一

代小院学生已经用上了企业赞助的自动采样

设备。当年追雨取水的小三轮车静静停在

院里，只待天晴后载着同学们把水样取回。

学生“减肥”谋增产，老农
情愿跟着干

科技小院学生不仅开着小三轮车取水

采样，也开着它下地。2022年，云南大学研

究生谭玉娇初来乍到，就和村民老何打了

一场“比赛”。

老何大名何利成，这位年近 60岁的古

生村村民记得，自己小时候洱海湖水的能

见度可达六七米。数十年来，他眼见洱海变

“油”、变“臭”。何利成响应政府号召，拆掉

机动渔船，关停鱼塘，又尝试种蔬菜、搞民

宿，现如今成立了大理市湾桥镇利成劳务

服务部，承包种植古生村流转的部分土地。

谭玉娇用约 5亩水稻试验田和何利成

打赌——“减肥”能增产。何利成深表怀疑。

天公也不作美。2022年 5月，连日低温下

的水稻秧苗受冻，“蹲”在田里久不分蘖。谭玉

娇第一次见识到高原水稻种植的残酷现实。

一天早晨，谭玉娇的师妹谭丹、杜雪丽

到田里勘查，看到科技小院水稻组负责人、

指导老师徐玖亮正蹲在地里对着秧苗发愁。

徐玖亮压力大，因为和老何的这场较

量背后，是一场关乎洱海命运的“绿色高值

攻坚战”。

徐玖亮说，以往种水稻，当地人一亩地

一次性施两三吨有机肥。而科技小院主张

为保护洱海搞绿色种植，他们和企业联合

研发绿色智能化肥，每亩地前后总共只施

约 50公斤肥料。

“这么点儿化肥肯定不行！小孩子懂什

么！”谭玉娇经常遭到村民质疑。

每每遇到秧苗长势不好，张福锁就发

动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郭世伟、西南大学教

授石孝均、四川省农科院研究员吕世华等

来现场指导。

转折发生在 2022 年秋天。在一众专

家的指导下，谭玉娇的试验田亩产达到

743 公斤——比老何的常规种植法增产

约 15%。从那以后，老何和村里人，信了

科技小院。

2023年，科技小院水稻示范田面积在

洱海流域推广到 2.2万亩。转眼又是一个秋

天，谭玉娇和师妹们前往离古生村不远的

喜洲古镇示范田取样测产——金黄色的稻

田里，几个女学生脚踩大水鞋、手持大剪刀

剪麦穗，与身边打卡拍照的游客格格不入。

“但我心里可骄傲了！”谭玉娇说。

完成测产后，大理州政府决定，2024
年，洱海流域 5.5万亩稻田全部采用绿色生

态种植模式。徐玖亮说，这牵扯到两万多个

小农户的生计。

“洱海人见过钱，但也越来越意识到绿

水青山的分量。”金可默道出了这片土地的

特殊性。

张福锁很清楚，过去当地有些村民种

大蒜，一亩地每年甚至能赚数万元，禁种大

蒜后收入锐减。因此他给“绿色高值攻坚

战”定了一个目标——要让洱海人民的周

年亩产值重回万元。

老何算了算，去年地里水稻和马铃薯，

或者水稻和油菜轮作，每亩地周年产值达

到了 1万元左右。

但这还不是终点，小院学生的三轮车

还开进了玉米地、莴苣地……金可默希望，

亩产万元的种植模式能够惠及更多人。

“厕所革命”兴民宿，村里
有了“CBD”

张福锁对金可默说，如果科技小院不

能帮农民赚到钱，就是失败的。

而对于驻扎古生村的农学生，兴农的任

务显得格外艰巨——本村许多农民为保护

洱海已经不再种地，学生怎么帮村民致富？

科技小院学生、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

王冬梅的老家在山东农村。2022年她来到

古生村，看到整洁宽敞的白族风格院落大

为惊喜——房子，正是“乡村振兴持久战”

的重要突破口。

王冬梅和师妹开着小三轮车在村里穿

梭调研。240余户人家走访下来，她们发现

这里的房子有不少房间空置。许多人出去

讨生计，“冷清”是这个村庄给王冬梅的第

一印象。

为了引流，张福锁将科技小院的例行

暑期培训，以及洱海科技大会战的各类会

议移至古生村。2022年夏天，300余名师生

短租民宅，一下子为村子注入了活力。

王冬梅算了一笔账：师生吃住都在租

来的民宅里，一个半月的时间下来，每户人

家收入 1万-3万元。

人气还带来了商机。古生村村中心那棵

标志性的大榕树下，原本只有寥寥几家小餐

馆，同学们到来后，各种小吃摊儿支了起来。

“我们就说那儿是‘CBD’！”王冬梅笑

着说。

村民尝到甜头，愿意跟着科技小院干。

金可默对大家说，下次培训还租房子，但对

住宿有个新要求——房间需要有独立卫生

间。一些人家立刻开始改造厕所。

2023 年年初，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

方》热播，其中男女主角骑马散步的一处

取景地，就在古生村廊桥附近。当年春节

假期，古生村新改造的民宿住满了慕名而

来的游客。

“寒假回来我就发现村里到处都在装

修！”王冬梅说，“厕所革命”就此轰轰烈烈

地自发展开了。

“他们发展得太快了！”金可默发现一

些人的经营水平跟不上，怕出乱子。2024
年，她又联系了大理州财贸学校的师生，免

费给村民办民宿培训班。

科技小院统计，古生村的商超、餐饮店

数量从 2022年的 5家，发展到了现在的 12
家；民宿由 3家，发展到了 100余家。民宿极

大地带动了古生村旅游业态的发展，在

2024年的旺季，村内一个月迎接游客可达

1万人次。

如今古生村的“CBD”，烧烤摊变成了烧烤

店。街上还开着米线店、特色菜餐馆、扎染店

等，遇上人多的时候，汽车也得小心通行。

“烤五花肉、鸡脚筋、金针菇……喜洲

古镇有的这儿也有。”王冬梅话里透着一股

自豪：“以前我们去喜洲吃烧烤，现在就在

这儿吃！”

看到大家从四面八方到古生村来建设

家乡，土生土长的白族姑娘何敏燕觉得自

己更加“责无旁贷”。2024 年，她考取了中

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研究生，把小院讲

授的内容，翻译成白族话讲解给村民听。

何敏燕说，以前村里亲戚觉得她是小

孩子，不信她。后来大家的钱包一点点鼓起

来，亲戚朋友都来找她，说：“有好事儿想着

我们啊！”

张福锁说，科技小院找到了洱海农业

绿色发展的区域转型模式，下一步，要向全

流域推广这套技术体系，并且帮助当地探

索如何高质量发展。

未来 5到 10年，他还希望科技小院的

小三轮车，能够拉着绿色高值、生态保护和

乡村振兴的转型发展模式，开到东北、华北

以及黄淮等地区去。

经此一战，张福锁认为，中国还可以为全

球的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一个新方案。“过去我

们叫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从研究到发

展），现在应该改成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在发展中做研究）。”他的心得是，“必须到主战

场上去做绿色发展研究。”

研究生开三轮车“爆改”“有风的地方”
——科技小院洱海科技大会战侧记

实习生 刘 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茜

前不久，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

团队获评 2025 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作为 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高达 90%的

年轻团队，科技小院能获此荣誉，离不开行

之有效的人才培养理念。

“作为一个教师，培养了一辈子人，我

觉得人才培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扔’到

实景里面去，让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近日，科技小院发起人、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分享科技小院

创立 16年来的人才培养心得时这样说。

谈及创新人才培养，张福锁直白地表

示：“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老师在学校

里给学生‘灌知识’，希望学生能听进去，

但是学生就是没有兴趣。我们不是在实践

中让他去学知识、锻炼能力，而是在校园

这样一个与实践分离的培养环境里面让他

来成长。”

他认为：“我们现在要改变育人场景，

要让学生到实战中去了解真正的现实，了

解真正的需求，了解哪里是科技‘卡脖子’

的地方，如何为这个科技需求作贡献。”

科技小院起步时，张福锁设想他们的

主要任务，就是把创新的先进技术真正用

在农民地里，实现增产增收。但深入田间

地头以后，他发现学生们的变化显著。短

短一两个月，学生们就变得眼里有光，心

里有目标，自然“脚底下就有劲，脚底下也

就有路”。

张福锁看见了学生们的变化，而且发

现“自找苦吃”的劲头在科技小院里变成了

常态。科技小院学生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

正是得益于“实战”带来的“倍增效应”。

从 2009 年在河北省曲周县白寨村建

立首个科技小院起，中国农大科技小院的

学生就常年在此驻扎，“零距离、零时差、零

门槛、零费用”地解决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实

际问题，也在“实战”中成长。

中国农大研究生叶松林 2021 年从曲

周科技小院毕业后，没有离开曲周，而是联

合 3 名科技小院的在读学生贷款流转了

1000亩地的经营权，成立了公司。

2023 年 4 月，为了小麦、玉米增产减

排，增加农户收入，“绿色吨半粮”科技大会

战在曲周开展起来，目标是一亩地粮食年

产量超过 1.5 吨，还要减排 30%以上。叶松

林的公司加入“战斗”。

他和同学们攻坚克难，巧用滴灌水肥

一体化系统、“四密一稀”条带种植技术、植

保无人机变量施肥等方法，在 2024 年 11
月，超额实现了“绿色吨半粮”目标——千

亩方小麦玉米周年亩产达 1.52吨，较全县

平均亩产增产 42%、减排 46%、节水 30%。

在这个过程中，这群年轻人也深刻体

会到用科学知识驱动一线生产的自豪感，

坚定了要做“新农人”的信念。叶松林有个

宏伟的目标：“未来想把‘绿色吨半粮’经验

推广到更多地区，做农业全产业链。”

张福锁认为，真实的生产实践场景，可

以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取得倍增

效应提供天然的练兵场。

他说，学生们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的过程中，就经历

了一轮综合成长的大循环。此外，学生们在

这个过程中还要搞科技创新，做实验、写论

文，又经历了一圈学术循环。再加上村民、

干部、记者等轮番提出各种问题，寻求各种

答案，学生们其实每时每刻都在经历锻炼

和成长。

“我的人才培养已经循环了多少个圈

了！这就是倍增效应。”张福锁认为，如果没

有农村与农业产业的实景，学生的成长恐

怕难以获得倍增效应。

在他看来，在实景中培养人才接地

气、高效，学生们不仅有能力，更有情怀、

有干劲。

张福锁院士谈创新人才培养：让学生在“实战”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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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月，云南，郭世伟教授和科技小院

学生谭丹在稻田间测产。 赵 渝/摄

2025年 4月，云南，张福锁院士（左一）和科技

小院老师同学在油菜田勘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茜/摄

2025年 4月，云南，科技小院学生何敏燕、周

渠给当地村民作民宿培训。 王 开/摄

2025 年 4 月，马拉维，Lisasadazi 科技

小院培训的马拉维当地农民喜获丰收。

中国农业大学留学生Sylvester Panyani/摄

2022年6月，云南，科技小院博士后张顺涛开小三轮车带学生去田间。 赵 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