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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科技小院”模式 促进服务社会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姜沛民

编者按：“科技小院”是中国农业大学的顶尖教授团队于 2009

年创建的一种模式。是指研究生驻扎在农村和生产第一线，与农民、

企业和政府“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开展科技创新，指

导增产增收，解决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问题，是助推农

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新模式，是集农业科技创新、科普教育和人

才培养为一体，服务“三农” 和乡村振兴的有效平台，是扎根基层

的科技服务工作队。科技小院的创建，对农业人才的培养、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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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等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是中国农业大学党委

书记姜沛民关于“科技小院”模式的署名文章，供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的重要回信中强调，要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

农新型人才。新时代，农业高校如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同

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是必须回答好的

重大战略课题。中国农业大学传承“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

优良传统，结合时代特点探索创新“科技小院”模式，走出了一条服

务社会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的正确路子。我们通过坚持和完善“科技

小院”模式，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一、始终扎根大地，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是中国农业大

学的优良办学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李连捷、蔡旭、李竞

雄先生等为代表的一批农大老专家，连年征战西藏、西北、东北等边

疆农牧业科技攻关，在全国各地农村推广小麦、玉米新品种，带动广

大师生奋力向科学进军。1973 年以来，几代师生扎根河北曲周盐碱

最严重的“老碱窝”，深入开展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研究，

接续奋斗 48 年，使千年盐碱滩变为大美米粮川，先后从曲周农村走

出了 3 位院士、70多位教授，300 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一大批高

素质农业科技与管理人才。2019 年，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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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际，学校“改土治碱 造福曲周”事迹被中宣部作为新中国重大

典型，在中央媒体集中宣传报道。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高校如何继续走好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

会实践相结合的育人之路，带着对这样问题的深深思考，2009 年，

中国农业大学师生走进河北曲周县乡村，面对面了解老百姓的急难愁

盼。听说农大师生决心深入到村里驻扎下来搞服务，曲周县王庄村老

支书王怀义把自家儿子的房子腾出来让师生们住，作为打通“最后一

公里”、靠近田间地头、随时帮村民解决技术问题的小宅院。这就是

“科技小院”名称的由来。2010 年，在曲周老营村村支书李振海的

邀请下，学校又有研究生拎着被子住进了村里刚刚翻新好的村委会房

间，建立了后老营“科技小院”。在曲周农村良好群众基础和基层干

部、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师生们终于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再扎根，

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续写奋斗史，迈出了“科技小院”的

宝贵第一步。

只有到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去摸爬滚打，广大青年学生才能充

分感悟三农之艰、体验农民亲情，培养知农爱农的情怀。“科技小院”

的学生为了做顶天立地的研究工作，每一个人都需要勇闯“八关”，

即生活关、认知关、劳动关、感情关、实践关、组织关、演讲关、写

作关。大多数学生从最初短暂的新奇到不适应农村生活的失落，又从

不断坚持到逐渐适应，直到与农民难舍难分，经历了一段令他们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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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心路历程。研究生在“科技小院”既是研究生，要做论文；也

是老师，要给农民讲课；还是技术员，要下田指导农民；甚至有农民

家里孩子结婚请学生去当司仪，村里搞文艺活动让学生去当主持人

等。经过多重角色锻炼，广大青年学生切实增强了把亿万农民的田地

放在心头的自觉。

二、坚持探索创新，协力打造“科技小院”模式

2009 年，“科技小院”是学校师生在个别地区进行的创新探索。

12年过去了，“科技小院”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广泛实践，包括京郊

美丽乡村也建起数十个“北京‘科技小院’”，被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同

志誉为科技帮扶的“样板”。2021 年 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部署推广“科

技小院”等培养模式，派驻研究生深入农村开展实用技术研究和推广

服务工作。在新的实践中，“科技小院”模式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一是新时代加强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培养的正确道路。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对于高等农林院校来说，就是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回信精神，承担起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的时代使命。“科技

小院”模式最为本质的时代内涵，就是在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培养上闯

出新路。学校“科技小院”将实验室建在乡下田间，研究生长期驻守

在农村和生产第一线，服务地方和乡村发展。过去在学校里面教师教

学生，往往以教师、教材、课堂讲授为中心，而“科技小院”真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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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为中心、以学生体验为中心，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

强知农爱农情怀教育方面，探索出了一条高等农林教育与生产劳动和

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成功路子。

二是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建设农业绿色革命的创新平台。一流大

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我们聚焦解决农业

绿色发展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

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服务。“科技小院”自创建伊始，就紧紧围绕着“双高”创建进行科

研攻坚，凭着“零距离、零时差、零费用、零门槛”的“四零”法宝，

一举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农民参与到技术创新中，终于

撬动了“作物高产与资源高效利用相协调”的综合创新。我们始终在

新时代农业绿色革命的科技攻坚主战场育人，培养能够推动农业绿色

革命的高素质人才。

三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科技小院”

在中国大地上，推动高校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高校党建与农村党建

相结合，着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师生们自豪地说，

“科技小院”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而且改变了农民，既富口袋，

也富脑袋。不少“科技小院”所在村庄的农民，成长为地道的“试验

员”。还有“‘三八’科技小院”， 不仅推广技术帮助农民们增产增收，

而且组织舞蹈队、教妇女们跳舞，活跃乡村文化。在 2009 年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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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科技小院”研究生参与帮扶了 596 个贫困村、48,000 多个

农户、17万农民。2018 年，由于“科技小院”的富民成效显著，张

福锁院士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

三、加强精神传承，坚定“科技小院”文化自信

一是增强扎根大地、爱国奋斗的责任担当。早在 20世纪 70 年代，

老一辈农大人就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改土治碱 造福曲周”，

融入黄淮海科技会战以至整个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伟大奋斗之中，融入

了农大人的血脉。爱国，务必担当。作为农大人，时刻牢记国家粮食

安全、农业绿色发展的使命担当。2009 年，师生们毅然在曲周农村

扎根创建“科技小院”，就是为了打造“曲周县万亩小麦玉米高产高

效示范基地”，开启了扎根大地、爱国奋斗的新征程。今天“科技小

院”已经遍布全国各地，成为新时代扎根大地、爱国奋斗的战斗堡垒。

要把扎根大地、爱国奋斗的责任担当作为“科技小院”精神传承的内

核，毅然担起时代使命。

二是弘扬团结朴实、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科技小院”处于农

业生产第一线，解决农民生产遇到的问题，时时处处离不开一个“实”

字；师生们要赢得群众的信任支持，同样也离不开这个“实”字。老

百姓就是通过看我们的实干、苦干认识我们师生的，判断我们是不是

靠得住的“贴心人”。“科技小院”师生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对于农民群众吃得了的苦、受得了的累，师生们也能吃得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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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老百姓就把师生当成自家人。这样才能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做到自觉地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不懈努力。

三是坚守求是创新、敢为人先的科学追求。“科技小院”的“科

技”二字，是“科技小院”助力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拿手戏”“掌中

宝”。“科技小院”虽小，却是创新大平台，要做科技大文章。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科技工作的重心，是着力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理论

和方法体系创新，特别是创新绿色生产技术模式，以科技支撑助力绿

色发展。“科技小院”已经形成一个科技网络体系，要有求是创新、

敢为人先的科学追求，面向解决农业重大问题和农业科技基础问题，

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以创新型的成果

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四是培养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为民情怀。把初心融入生命、攻

坚克难、不负人民，是“科技小院”的鲜亮底色，是从事“科技小院”

工作的全体师生的鲜明品格。多年来，我们把为民情怀教育融入“科

技小院”工作，从学前驻村、小院实践开始，“科技小院”的学生们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充分感悟三农之艰、体验农民亲情，培

养了与农民的感情。驻村锻炼结束之时，村里的农民抱着学生不让走，

学生抱着农民不松手，一旦有了这样难舍难分的人生经历，攻坚克难、

不负人民的真挚情怀也就在学生们心中刻下了印记。我们要以为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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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为激励，办好老百姓信赖的“科技小院”。

三、强化融合创新，推动“科技小院”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理论宣讲，让科学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多年来，“科

技小院”在面向基层群众宣传党的科学理论方面，走村入户、宣讲对

谈，发挥了积极作用，积累了有益经验。当前和今后时期，“科技小

院”师生应当率先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把服务群众和引领群众结合起来，争做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先

锋力量。在“科技小院”学习工作生活，就要增强做科学理论宣传员、

宣讲队的自信，努力学好、用好、讲好新时代新思想，让党的科学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科技小院”加强理论宣讲的工作，也必将

激发“科技小院”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是加强党建引领，增强“科技小院”服务社会的合力。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基础上，继续抓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以及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等乡村全面振兴，亟须强化党建引领，形成乡村振兴的更大合力。

2021 年 3 月，学校党委研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基层党建研究中

心。同年 5 月，“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基层党建研究中心曲周基地”揭

牌成立，零距离服务曲周乡村振兴。加强党建引领，把学校“红色

1+1”“百名博士老区行”等党建品牌与“科技小院”品牌衔接起来以

及加强“科技小院”党建，有利于“科技小院”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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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产生更多的社会影响。

三是加强协同奋战，推动新时代“科技小院”大发展。把力量拧

在一起、胸怀大局的协同奋战，是“科技小院”坚定地跨入党和国家

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的创新发展要求。要继承发扬老一辈农业科技

工作者胸怀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主动对接和服务国家战略，到主

战场，作大贡献。我们相信，只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加强协同奋

战，我们就能不断推动新时代“科技小院”的大发展。在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之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圆之

际，“科技小院”一定会因其贡献而成就大文章。（作者姜沛民，中国

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摘自《北京教育》（高教）2021 年 12 期）

《决策参阅》编委会 主任:冀伟 副主任：刘红 主编：王明丽

地址：许昌市魏武大道与尚德路交叉口许昌科技大市场 邮编：461000 电话：0374-2962258


	探索创新“科技小院”模式 促进服务社会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姜沛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