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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村读研进村读研””女大学生 ·

2020亩试验田带动亩试验田带动55万亩土地启新篇万亩土地启新篇
一年之前，习近平总书记

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

学们亲切回信，总书记的重要

回信在中国科技小院体系中产

生了深远影响。一年过后，在

重庆铜梁科技小院，来自西南

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资源利用与

植物保护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

申小歌想起当时的场景，依旧

深受鼓舞、干劲十足。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崔安琪

自2020年10月诞生至今，重庆铜梁蔬
菜科技小院始终致力于蔬菜绿色栽培技术
的深耕与推广。在这个团队中，申小歌作为
核心成员之一，专注于作物绿色智能施肥的
研究。她不懈探索，希望找到一条减少肥料
施用、保持作物稳健生长、提高产量的同时
也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作为团队中的女性成员，她不仅以细腻
和敏锐在科研工作中独树一帜，更用柔情与
智慧在田间地头、农户家庭、政府部门之间
等搭建起沟通的桥梁，积极推动科研成果的
落地应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为青年学子
们带来了鼓励，更是对我们选择投身农业科
技事业的坚定支持。虽然来自不同的学校，
但我们都是科技小院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共同肩负着推动农业现代化和服务农村发
展的重要使命。”申小歌在接受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用知识和技能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

在申小歌读研究生时，有一次生产调
研，曾遇到一位农户的求助。因极端高温，
农户家的土地几乎颗粒无收，农户的遭遇坚
定了申小歌投身农业科技的想法。“加入科
技小院，也是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
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力量。”申小歌说。

起初，当学生们踏入科技小院时，面临

的最大挑战便是农户们的怀疑与不信任。
申小歌接触的农户大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农，
他们看着这些面带稚气、似乎鲜少与泥土亲
近的学子，内心难免生疑：这群年轻人，真能
懂得种植的艰辛与技巧吗？

为了打破这层隔阂，科技小院将20亩试
验田与示范地设置在大路旁，让众多过往的
农户亲眼看到种植效果。“只有农户们亲眼
看到这片绿意盎然的田地，才能真正感受到
我们做的事情，信任我们。”申小歌介绍。

科技小院的同学们也经常深入农户家
中了解需求，邀请他们到科技小院参观，还
会将肥料与技术无偿提供给农户，鼓励他们
在自家的土地上开辟一小块尝试科技小院
里的种植技术。直观的对比让农户们真切
地感受到，运用科技小院的技术所种植的作
物，无论是在产量还是抗病性上，都有着显
著提升。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使用
科技小院的技术来进行耕种。

发挥多学科优势与农户共筑“信任墙”

铜梁蔬菜科技小院扎根于农村与农业
生产的沃土之中，融合了学校的多学科优
势，实现了知识的跨界碰撞，同时，地方各部
门的通力合作与校地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农
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有一次，科技小院携手铜梁区政府共同
组织了一场技术培训交流会。听说消息后，
农户张孃孃不惜让家人驱车一个多小时，将
她送到会场。她手中握着一株患病的辣椒，

向申小歌及其同学们求助，希望能找到治疗
辣椒病害的良方。

“张孃孃有10多年辣椒种植的经验，她
能够过来向我们寻求帮助，我觉得既意外又
荣幸。”申小歌说。她们先对患病辣椒精心
培养，又进行了真菌和细菌病害的详尽分
析。结果出炉后，同学们向学校的老师请
教，这些专家专程来到张孃孃的田地现场查
看，给出了病害处理建议。

这次主动求助打开了一扇来科技小院
咨询的门。越来越多的农户带着自家种田
遇到的问题来科技小院咨询。科技小院与
农户们逐渐建立起紧密的产业化联合体，
通过微信群等方式，随时随地进行交流讨
论，共同探索先进的种植技术，分享农业知
识。

村里的邱孃孃因种子迟迟未能发芽，带
着疑惑来科技小院寻找答案。谁知一进门，
她看到申小歌和同学们施有机肥的动作有
些生疏，便心生怀疑、转身离去。申小歌知
道这件事后，主动找到了邱孃孃，诚恳地向
她请教如何更好地施肥料。这份真诚感动
了邱孃孃，她开始接纳这群年轻人，并把多
年的耕种经验分享给他们。后来，小院的同
学们从邱孃孃的田地中取土检测，将结果带
到她的家中，详细解释了种子不发芽的原
因，并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经过这次深
入交流，邱孃孃对科技小院的学生们开始由
衷认可，农户们也和小院学生们建立起了深
厚的信任。

以“自找苦吃”的精神精进农业技术

调研分析、构建平台、科技创新、产业服
务、人才培养，这是科技小院发展的五个步
骤。申小歌自豪地说：“至今，我们的技术推
广面积已经扩展到了5万亩，培养了107位
科技农民与33名企业技术骨干。”

去年，科技小院在蔬菜领域取得了显著成
果，引入了工厂化和绿色化的“两化”育苗技
术。通过先进设备，育苗效率大幅提升，1000
株苗的培育仅需1人10分钟即可完成，而传统
方式需要四五个人工作1小时。在绿色化方
面，科技小院引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如种子包
衣、缓控释肥和根系促生菌，以降低肥料使用
并提高壮苗率。移栽过程中，还实施了绿色智
能施肥和土壤改良。申小歌和同学们还巧妙
利用分货后的尾菜，通过好氧堆肥发酵技术将
其转化为有机肥，为下一季种植提供养分。

目前，科技小院的蔬菜已覆盖全生育
期。以辣椒为例，优化后产量提升约15%，
收入增长约20%，环境减排达35%~45%。
去年，科技小院的技术在铜梁区6镇推广，即
使在最差情况下也能保证不减产，且肥料用
量减少50%，相对提高了农户收入。

同时，申小歌也积极参与了10万+健康土
壤—绿色蔬菜数据库的构建。铜梁蔬菜科技
小院的师生与其他课题组的师生共计54人，足
迹遍布7个乡镇、45个村落，完成调查问卷361
份、采集分析样品366份。这个数据库不仅详
细记录了作物施肥量、当地特定环境状况、土
壤现状等关键信息，还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宝
贵的基础数据，简化了研究过程。农户可以根
据当前种植的作物和土壤条件，利用数据库快
速查找到最适合的肥料配比，或者根据土壤检
测结果找到改善土壤状况的有效建议。“我们
打算今年暑假再次展开调研，及时捕捉并更新
变化。”申小歌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是给广大同学最
好的礼物，每一名青年学生都是“收信人”。
去年，申小歌有幸被选派到科技小院的发
源地——河北省曲周县，深入学习领悟总书记
的重要回信精神。她认真聆听了其他科技
小院的报告，深受触动：“身为一名农业研究
生，更应秉持‘自找苦吃’的科研精神。”回到
科技小院后，她和同学们对农业科研投入了
更多的热情和干劲，“只有不断精进农业技
术，才能对得起社会对我们的期望。”

重庆铜梁蔬菜科技小院：

■ 石雪怡

月明故乡处，心安是归途。2022
年8月，我从繁华城市走进异地乡村，
从知识殿堂踏上泥泞村路，驻村一年
半的时间，我从“他乡客”变成了“故乡
人”。

刚入村时，语言听不懂、风俗习惯
也不同，我听得最多的话便是“你一个
女娃娃来村里能干什么？”“小年轻哪儿
会干这些活？”面对质疑和调侃，我心里
有些慌张，只能躲在村书记身后腼腆地
笑，心里却暗下决心，一定要证明给大
家看，“小年轻”也能胜任村里的工作。
后来的日子里，我跟着村书记走街串
巷，坐下来和奶奶们聊家常，帮爷爷们
跑跑腿捎带东西，听大人们讲讲村里早
年间的故事，和年轻人讨论当前的社会
热点……随着和村里人慢慢熟悉起来，
大家对我说的话也逐渐变成了“咱高才
生就是厉害！”“妮儿，家去，今天家里炖
肉！”“有对象了吗？谁谁家的小伙子不
错哩！要不要介绍一下？”就这样，语言
关、生活关顺利通过。

工作关考验的是我服务群众解决
难题的能力。真正上手后才发现，村里
的工作不像上学时解答题目，每一个问
题都有标准答案。有些问题，书本上根
本没有教过，例如：新农合催缴怎样说
服群众配合？发生邻里纠纷该如何处
理？此类问题根本找不到标准答案。
但为了能快速解决问题，我开始选择主
动出击，寻求破解之法。于是，每天除
了配合村干部们整理材料以外，我选择
走出去“进家门”。在一次次走访、面对
面交流中，摸排困难家庭症结，抓准群
众关注焦点，我也认识到唯有沉到一线才能找出大
家最想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145户人家、368名常住人口，一年半来，我走
遍了全村家家户户，和村民们深入沟通，了解他们
最迫切的需求。

“村里要是能建成小广场，我们妇女晚上跳舞
可就有地方了，老人、孩子聊天玩耍也要方便许多
呢。”

“我们这几家的入户路一到下雨天就又湿又
滑，老人都不敢出门，应该先硬化入户路。”

“咱们村主干道也太难走了，对面来车都不好
错车。”

……
回到村部，我将汇总好的问题向村党支部书

记一一做了汇报，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要我说咱们村主干道得修、入户路也得硬

化！咱就自己干，也不用人工费，实在不行咱们还
能自己凑点钱嘛。”

“咱们村是该建个小广场了，村民大老远去隔
壁村跳舞，咱脸上也不好看啊！”

“我认识个兄弟是干美化墙面的，咱们请他来
看看，帮咱把进村的那面大白墙也画上画。”

……
说干就干，干部群众们出工出力、出钱出物，在

汗水和笑声中出村的主干道很快就全部修通，还加
宽了公路两侧1300平方米的水泥砖铺设，修建了
便民广场，美化了墙面，加装了护栏，铺设了长度约
为1500米的3条胡同等等，小村立刻“靓”了起来。

一眨眼，到村任职一年多了，村里家家户户、
田间地头都有我的足迹。当我和村民融入得越深
就越能感受到他们的淳朴，想为他们做的事情也
就越来越多……

（作者系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里老乡西小屯
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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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赛绝活——乡村工匠名师秀技艺 图片新闻新闻

近日，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
业技能大赛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
大赛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52位手工
刺绣和手工编织乡村工匠名师汇聚
一堂，给观众带来了精彩纷呈的非
遗手工技艺展演。

图为来自黑龙江省黑河市的王
春艳在制作乌鱼绣。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驻村手记手记

申小歌拔除地里的病害苗申小歌拔除地里的病害苗。。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肖睿

6个性格鲜明的萌娃，一所充满挑战的“自然幼儿园”，
一场离开父母的独自旅行……当这些关键词碰撞在一起，
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近日，由腾讯视频自制的亲子户外生活观察真人秀《一
路长大》正在热播，5组3~6岁的萌娃家庭，来自完全不同的
生活背景，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亲子相处模式。他们在户外
旅行的欢笑与感动中，与广袤的自然对话，也与自我成长对
话。

学会独立 双向成长

让一群萌娃离开妈妈的保护，开启独自的旅行，能行
吗？这便引出了《一路长大》的核心表达：妈妈放手、宝宝独
立。节目通过户外旅行的形式，让孩子们暂时告别温暖的
家，迈进陌生的世界，相较于以往的父母带着孩子去旅行，
这的确是一场大胆的“育儿实验”。

节目监制徐晴告诉记者：“事实上，父母和孩子的依赖
感是双向的，不只孩子会需要父母，很多时候父母同样也离

不开孩子。所以，节目的这种安排不仅是对孩子的考验，也
是对妈妈们的启发，可以让她们看到，原来孩子们在父母看
不到的地方，会展现出令人惊喜的一面，从而帮助父母更加
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和需求。”

同时，《一路长大》最大的特色便是聚焦妈妈和孩子的
共同成长。

对于汤圆妈妈王琳来说，她在节目中看到了孩子的适
应能力：“我们比其他家庭晚到了两天，但是汤圆去了以后
就很快跟其他小朋友玩在一起，融入集体里，我反而是适应
得比较慢的，这点上我要向他学习。”

而汤圆在节目中的表现，也给了王琳很多惊喜：“小朋
友们爬树的那个环节，汤圆第一次失败了，我没想到他还会
主动说自己要再挑战一次，因为他其实是个挺怕高的孩
子。当时还下着雨，我看到他一直小声跟自己说‘我能行
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他好勇敢，好为他骄傲！”

纵使步伐小小，也要步步前行。孩子们每一次的进步，
都是妈妈最大的欣慰，也引发了所有人对于教育的深刻思
考。

大硕妈妈韩娜就在与其他家庭的交流中，反思了自己
的“不够柔软”：“我们家之前对大硕都是一种很平等的对话

模式，像哥们儿一样，很少会和他有那种很温情的表达，但
这次在节目中我看到其他妈妈会经常和孩子温柔地说‘妈
妈爱你’，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很少跟大硕有这样的情感
交流。”

节目录制后，韩娜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和大硕的沟
通方式：“我现在会经常对他说‘我爱你’，我发现他好像一
下子就变柔软了，会凑过来抱着我说‘妈妈我也爱你’。我
才突然领悟了对于孩子不光要有平等对话的视角，也要有
情感的释放，也让我明白，我虽然自己做幼师十几年，但在
做父母这件事上，确实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实现共情 温暖“愈己”

如何处理孩子的情绪？孩子是“散养”好还是“严教”
好？如何平衡家中多个孩子的关系？这一系列令人纠结的
育儿问题，都是《一路长大》辐射的广阔议题，也都在节目中
有思考、有阐释、有回答。

作为现场的观察员，同样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主持人
朱丹也在《一路长大》中收获了不一样的体验：“节目里多元
化的萌娃家庭，其实是展示了每一个孩子的独立性，没有一

种完美的教育方式会适用于每个孩子，在陪伴他们成长的
道路上，父母需要不断地去探索。”

节目让朱丹觉得最特别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家长，我
在和其他嘉宾一起去观察不同家庭的互动方式，讨论不同
育儿议题的深度与多样性，聚焦教育理念不同角度的挖掘，
这正是这个节目最珍贵的东西。”

而在徐晴看来，节目最大的魅力便是这种润物细无声
的表达：“我们节目选择的这5组萌娃家庭，来自不同的地
域、文化、生活背景，也有着各不相同的亲子相处模式和育
儿理念，但恰恰是在这些家庭身上，观众或许可以找到一种
共鸣感，因为这些家庭也许和观众自己的原生家庭很像，也
或许能让他们看到身边熟悉的家庭模式，这就更容易让观
众实现共情，从而能获得一种疗愈感。”

这也是《一路长大》在亲子综艺这个赛道尤为创新的尝
试：观众在观看萌娃和父母们双向成长的同时，也能实现

“愈己”。
告别怀抱、迎接朝阳；告别搀扶、勇敢向前。节目里呈

现的成长，是孩子和父母之间一场携手共进的双向奔赴，而
这也是《一路长大》更大的公共意义和普世价值——提供一
份可触及的幸福样本。

双向治愈，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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