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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阵

培育壮大优势农业 □本报记者 王子豪

什么是科技小院？它能为农

村带来哪些改变？近年来，一名

名“田教授”怀揣梦想从实验室投

身广袤田野，推动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为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交出一份份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的兴农答卷。

通过脱皮技术实现产品品质

与经济附加值“双提升”的大坡胡

椒，依托工艺改良提升口感的青

金桔榨汁产品,“色香味”俱全实

现“破圈”出岛的椰子鸡预制菜

……科技小院，方寸之地大有作

为，这里是农民学习科技的“学

堂”，是青年人才成长的“练兵

场”，为强农兴农注入了更强劲的

科技力量。随着科研设备的完

善，接地气的科技小院越来越有

“科技范”，一项项科技成果得以

完成市场化转化，逐步实现让村

民腰包“鼓”起来、脑袋“富”起来

的美好愿景。

科技小院，改变的不仅是成

果转化路径，还有人才培养模

式。记者走访期间了解到，蓬勃

兴起的科技小院以服务农业产

业为出发点，通过专家团队和研

究生常驻生产一线的方式，实现

专家与农民零距离、科研与生产

零距离、育人与用人零距离，让

更多农业专业青年学子得以将

论文“写”在田间地头，为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

在美兰区灵山镇林昌村，面积达 450
亩的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是该村优势农

业之一，每天都有蔬菜从这里采摘运出、

送上市民的餐桌，不断丰富海口市民的

“菜篮子”。

“蔬菜科技小院的成立为基地提供了

农业技术保障，有助于提升农业技术水平，

也加强了‘菜篮子’供给保障。”当天，海口

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程方遒告诉记者，加

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是海口重要的蔬菜种植

基地，去年 9月美兰区蔬菜科技小院在该

基地成立，通过校地合作进行农业生产研

究，由专业人才开展科技服务、技术培训等

工作，在田间地头激活乡村振兴新动力。

什么是科技小院？一方农家小院、一

批科技农民、一位专家导师带领数名研究

生，加上一些基本的科技服务设施，就构成

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科技小院。去年，海

南美兰蔬菜科技小院、海南琼山青金桔科

技小院等海口 6家科技小院被评为第三批

海南省科协科技小院，为推动农业特色产

业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农民是最大的受

益者。近日，在美兰区蔬菜科技小院举办

的“叶菜名家田间课堂”系列培训中，农艺

专家王汀忠以“水肥一体化技术”为主题，

给菜农传授实用的理论和技能，切实解决

农业生产难题。

培训过程中，王汀忠来到菜农陆超玉

的菜地，了解困扰其已久的叶菜生长问

题。通过检查水肥一体化设施的情况，他

很快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壤湿度，并

现场为菜农开了“方子”。“这回有了专家助

阵，种菜面临的各种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相

信这批蔬菜一定能丰产丰收。”陆超玉说。

加乐村村民雷颐寿同样是受益者之

一，通过学习运用科学种植理论，有效提升

了菜地收益，整体收益较去年高了不少，

“化肥投入节省了四分之三，种出来的蔬菜

却更高产，这都是多亏了科技的力量。”雷

颐寿感慨道。

科技小院能给乡村带来怎样的变化？从

实验室到田野，一批批“田教授”用科技追逐

梦想，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克农业“致富路”上

的一道道难关。

5月26日上午，走进海南大学&四季椰林

创新研究中心，宽敞明亮的实验室内，数名科

研人员仔细比对着几种文昌鸡的肉质。据了

解，该中心为四季椰林文昌鸡产业园与海南

大学共建，是海南琼山椰子鸡科技小院的主

要科研阵地。

“我们在中心设立肉质评价与品鉴中心，

通过围绕文昌鸡笼养天数、饲料口感等进行

研究，持续提升文昌鸡的口感，推动新产品

的开发与组合。”海南四季椰林农牧有限公

司总经理何敦富告诉记者，依托海南琼山椰

子鸡科技小院，产业园生产的椰子鸡口感得

到有效提升。去年底，经过肉质改良的椰子

鸡产品上市后，消费者反馈“本土味”更足，鸡

肉更有嚼劲，“回头客增加了，订单量也增加

了5%。”

时下，海口大坡胡椒即将迎来成熟采

摘季，如何通过改良鲜胡椒脱皮技术，实现

胡椒产品品质及胡椒经济附加价值的“双

提升”，是驻扎海南琼山胡椒科技小院的海

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从发一

直以来钻研的课题。他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项目已投入约 1吨鲜胡椒用于实验室研

究及中试，并取得了良好进展——鲜胡椒

经预处理后，大约 60小时可实现完全脱皮，

所得白胡椒籽粒饱满、气味芳香纯正，胡椒

碱含量、挥发油含量等指标明显优于市售

产品。

作为新型科技服务模式，如何着力培养

知农、爱农、兴农的农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是科技小院实现田间与课堂、理论与实践紧

密结合的首要课题。

去年9月，美兰区蔬菜科技小院成立的同

时，村里多了三副年轻的新面孔，其中就有何

胜亚。这位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

在读研究生，怀抱“技术惠农”初心，与其他两

位同学开始驻扎乡村，为蔬菜增产增收贡献

青年力量。

“从书本上学到的技术真正落到田间地

头，首先需要融入乡村。”何胜亚说，自从驻

村，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农民的菜

地当成“农业试验室”，帮助菜农解决生产难

题。同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蔬菜改

良实验，力争将蔬菜产量从原先的每亩900千
克提升到每亩 1000千克，以“产学研”促进农

业高质量发展。

据何敦富介绍，依托科技小院的蓬勃兴

起，他们在椰子鸡产业园等地为海南大学科

研团队提供宿舍，方便科研人员驻园开展研

究。与此同时，企业依托在海南大学建立的

实验室，推动产业园科研人员与高校科研人

员增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产业园夯实人才

储备基础。

据了解，目前海口已建成 6家具有优势

农业产业的科技小院，初步覆盖蔬菜、文昌

鸡、青金桔、胡椒等本地特色产业。科技小

院共有专家 8人，研究生 13人，依托高校丰

富的智力资源，实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技

术科普活动，有效提升了农民科学素质与职

业技能。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

张萍表示，去年以来，海口各科技小院开展

了 8场次农技培训，技术辐射农户 300余人，

实现农业研究与生产实践、科研与农民、科

研院所与农村、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无缝

对接。

“未来将继续加强科技小院科普宣传和

示范培训，从农民需求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在

提升农民收入上多下功夫，增强农民采用现

代农业技术的信心，引导农户主动参与科技

成果转化与应用。”张萍告诉记者，下一步科

协将加快推动科技小院建设，计划今年在全

市范围继续建设5个以上科技小院，实现四个

市辖区全覆盖的阶段性目标，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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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大学琼山区乡村振兴农产品创新实验
室，实验人员进行胡椒相关实验。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蔬菜科技小院研究人员在田间地头查看蔬菜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孙士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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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子豪 赵汶 陈钰婷

5月25日上午，在琼山区大

坡镇东昌居14队的四季椰林文

昌鸡产业园生产车间，一只只

文昌鸡经过脱毛、清洗等工序

后封装入盒，与新鲜的椰子水、

椰肉组合成一款畅销预制菜产

品。一旁，海南大学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何荣荣正

带领研究生检测椰子鸡预制菜

汤澄清度的稳定性，为产品优

化改进打牢基础。

从田间地头的果蔬到市民

餐桌的佳肴，海口依托科技小院

建设，蕴藏新质大能量，通过“高

精尖”的农业科技与“接地气”的

大棚小院结合，探索走出一条实

现农业高质高效和农民共同富

裕的新路子。

依托科技小院实现蔬菜高产，保障了春节等节假日的“菜篮子”。图为美兰区蔬菜科技小院成立后，工作人员测量一平方米的小白菜产量。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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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在蔬菜科技小院认真讲解防虫知识。 本报记者 杨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