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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不 仅 关 系 可 持
续 发 展 ，更 事 关 粮 食 安 全 和 生 存
安全。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
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明确了农业
科技的定位、定性和定向，在我国
农业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此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农业科
技内涵不断丰富、举措更加有力。
近年来，农业科技创新在顶层设计
中的分量不断加重，广大农业科技
工作者奋勇登攀，科技创新为乡村
全面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2024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继 续 高
度重视农业农村科技发展，将“强
化农业科技支撑”以专节的形式，
纳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体系，
提出优化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
并对农业发展的重点科技需求——
种业振兴、生物育种、农机装备、农
技推广体系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
此外，文件中还有多处体现了科技
兴农内容，如农产品加工、数字乡
村、绿色生产、防灾减灾应对、农业
科技人才培养使用等。总体上看，
科技兴农的重点体现在“四行动，
一建设”。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科技
兴农，种业优先。种子是我国粮食
安全的关键，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
安全。目前，我国部分主要农产品
品种生产效率和质量偏低，部分品
种长期高度依赖进口。应发挥我国
的制度优势，科学调配优势资源，
集 中 力 量 破 难 题 、补 短 板 、强 优
势、控风险，支持重大创新平台建
设，加强种质资源搜集、保护和利
用，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加
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
主可控。

大 力 实 施 农 机 装 备 补 短 板 行
动。农业机械化是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和基础支撑。
我国农业机械化迈入了向全程全面
高质高效转型升级的发展时期，农
业生产各领域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
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急需
的大型大马力机械、丘陵山区适用
小型机械等领域还存在短板弱项，
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重要零部件、材
料受制于人，制造工艺、重大装备等
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2024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机购置与应
用补贴政策，开辟急需适用农机鉴
定“绿色通道”，有效强化了农机装备补短板政策支持和
管理服务要求。

推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随着以生物技术、
信息技术、气象科技为特征的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深入
推进，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在设施农业加快集成推
广，不同类型的绿色技术模式不断集成应用，为发展现
代设施农业提供强大动力。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以
强化技术装备升级和现代科技支撑为关键，持续提升设
施农业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绿色化、数字化以及
应对气候变化水平。

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建设数字乡村是乡
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全
面建强农业农村数字化基础，大力推动数字技术赋能
改造传统农业农村，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全面振兴的驱
动和引领作用，有利于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

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条件建设。我国农业科技创
新体系持续深化改革，在农业科技资源供给方面，逐步
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农业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农技推
广机构和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衔接补充的多元化格
局。进一步增强农技推广服务实效，能够有效破解科技
进村入户“硬梗阻”，让科技创新成果在最需要的地方落
地生根。

科技进步与技术变革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关键动
力。面向未来，还应多措并举、协同发力，继续推动高
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
支撑。

（作者均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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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小院”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目前总数量已超1200个——

“小院”里有大文章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从高校到农田——

为农民提供更多科技服务

在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枣农丁太平最近多
了一些新朋友——中国农业大学沾化冬枣科技小院学生
团队。

“俺种冬枣挺多年了，第一次在田里跟大学生打交
道。”丁太平说，“今年初沾化冬枣科技小院在镇里成立，
当时心想这地都没有下过的学生娃能解决啥。可一段时
间处下来，他们还真解决了一些困扰我很久的种植难题，
特别是通过标准化种植，让‘土方子’和新技术结合起来，
效率提升了不少。”

据介绍，科技小院是中国农业大学从 2009年开始探
索创建的一种实用型复合人才培养模式，即把农业专业
的研究生派驻到生产一线，在完成知识、理论学习的基
础上，研究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农业
高层次人才，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截至目前，中
国农业大学已建立超200个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模式的推广，吸引越来越多科研院所、高
校加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其中之一。2021年，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在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成立泾阳蔬菜科技
小院，服务咸阳3个县、17家示范园区。

“‘小院’成立至今，已有50余名研究生、博士生在田间
完成科研课题，培养了30多名基层农民技术员。”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副研究员、泾阳蔬菜科技小院首席专家张明
科对本报记者说，“小院”坚持研发、引进筛选新品种，研
究高效栽培、设施土壤次生盐渍化改良修复等技术。目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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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政策也相继推出。近年来，科技小院模式多次
写入中办、国办以及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发布的重要
文件。2022年，《关于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对
外发布，确定对 68 个单位的 780 个科技小院予以支持建
设，推动科技力量支撑农业生产，为农民提供零距离、
零时差、零费用、零门槛的科技服务。

“10 余年来，科技小院走出了一条科学家与农民深
度融合、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的新路径，激发了农民增
收致富的潜力，为乡村培养出了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
农业人才队伍。”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钟登华说。根据全
国科技小院服务管理平台数据，截至今年 3 月 12 日，全
国已有 74 个培养单位成立超 1200 个科技小院，涉及专
家总数 2700 余人，研究生超 5200 人。另据不完全统计，
科技小院已先后引进创新了 284 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
推广应用技术的面积累计 5.66 亿亩，增收节支累计达
700 多亿元。

从曲周到非洲——

“小院”经验与更多国家分享

科技小院不仅在全国遍地开花，还走出国门，与世
界分享中国经验。

2021 年至 2023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连续向全球推广
科技小院模式，称其是在生产一线赋能小农户的典型案
例。去年 9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塞尔瓦拉吉来到中国
第一个科技小院诞生地河北省曲周县，了解到当地农民
懂技术、懂市场，村民一亩地年收益超过 2800 元人民币，
他赞叹：“非常了不起！这展现了科技小院向全世界推广
的价值。”

在非洲东南部，马拉维共和国 2000 多万人口中约

80%属于小农户。这里土壤贫瘠、肥料匮乏，缺少现代农
业技术，主要作物玉米的亩产不到200公斤。2019年，中
国农业大学开办中非科技小院班，为解决当地小农户生
产问题培养青年科技人才，马拉维农艺师非里成为了

“小院”班的一名研究生。
去年 11 月，马拉维新建 3 个科技小院。非里凭借几年

的学习与经验积累，成为马拉维卡松古县里萨萨兹科技
小院的负责人，在当地复制推广中国的科技小院模式。中
国农业大学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非科技小院班已为
10 多个非洲国家培养了 72 名农学类研究生。当地农民表
示：“非常欢迎科技小院来到我们这里，希望‘小院’能带
来实用技术，帮助我们种出更多粮食。”

不仅在非洲，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牵头成立“丝绸之路
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已有 18 个国家的 106 所科教单
位和企业加盟。张明科介绍，学校负责品种、产品、技术的
研发和人才支持，当地政府组织开展订单式生产，中资企
业负责成果示范和产品收购，实现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下一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将与联合国
粮农组织、相关国家的农业部门以及企业等合作建立更
多的科技小院，培养更多愿意在农业生产一线扎根创业
的青年。”张明科说。

从1.0到3.0——

加强多方协作

如何进一步推动科技小院发展，更好服务农业农村？
2009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团队

在曲周探索成立科技小院，如今他还在进行新的探索。“前
不久我们在曲周开启了一场‘科技大会战’，第一件事就是
创建‘绿色吨半粮田’，即通过绿色高效农业技术，使每亩
地全年生产1吨半粮食。”张福锁说，随着高效用肥、病虫草

害多元高效绿色防控等一系列新技术落地，曲周县农民的
收成更好了、钱包更鼓了。

张福锁介绍，最开始，科技小院主要帮扶农户进行
种植技术更新和升级，是1.0的精准帮扶模式。后来，小
院增加了助力脱贫攻坚的工作，助推产业兴农，升级到
2.0产业扶贫模式。如今，小院接续和升级脱贫攻坚中的
经验，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是3.0模式。

推广科技小院模式，更多力量加入其中。2022 年，中
国农业大学与互联网平台拼多多开展合作，以全国研究
生创新实践大赛的形式推出“拼多多杯”科技小院大赛，
为年轻的技术工作者搭建平台，交流、比拼科研、产业相
关创新成果。

今年 1 月 7 日，“拼多多杯”第二届科技小院大赛决赛
闭幕，来自全国22所院校的46支队伍、近200名师生参赛，
中国农业大学褚橙科技小院、西南大学重庆铜梁蔬菜科技
小院、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如皋水稻科技小院等多个团队脱
颖而出。拼多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拼多多将加大农研
投入，为广大青年深入农村生产一线提供实际的助力，吸
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农业。

地方支持也在加大。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发布《通州
区“北京科技小院”助力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提出
要实现涉农乡镇科技小院全覆盖。按照“一院一策”原
则，逐个制定科技小院建设发展指南，明确产业发展方
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小院，提高辐射带动能力，每个科
技小院 3年内至少辐射带动 4个村。同时依托不同区域资
源禀赋，加大政策支持与产业扶持力度，发展壮大特色产
业集群。

“推广科技小院模式，需要跟政府、企业以及更多社会
力量加强协作，争取更多支持，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加强规
范管理，精准服务‘三农’。”张明科说，“我们希望老师和学
生的工作能更好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不仅改变乡村的生
产，也改变乡村的生活以及乡村人的精神风貌。”

推广科技小院模式，鼓励科研院
所、高校专家服务农业农村——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到“科技小院”
一词。

2009年，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

诞生，此后这一模式得到越来越多
认可，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已建立科
技小院超1200个。科技小院为何受
关注？这个“小院”给农业农村发展带
来了怎样的改变？

◀日前，在浙江
金华金东区澧浦花
木城蝴蝶兰培育示范
基地，省科技特派员
在指导花农科学控
制大棚温度。

杨梅清摄
（人民视觉）

▶3月 8日，在山西省运城市盐
湖区解州镇曲村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农技人员操作植保无人机对麦
田开展春季除草作业。

闫 鑫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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