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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难题，就是我们的科研课题”

——河南农业大学“百名教授千名学生服务万村”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

章】 

　　滩区，凛冬。浩荡黄河之畔的河南省台前县清水河乡金庄村，一块平缓的坡地，

十数人围站一圈，桃树冬季修剪田间课堂正在进行。

　　“冬剪骨架春剪花，夏控旺长秋后拉”“大枝亮堂堂，小枝闹嚷嚷”……刚离案

头，又进村头的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郑先波讲得通俗易懂接地气。

　　“我种了一辈子地，也没种出啥成果，没想到专家来了就大变样。”郑先波讲得

实在，金庄村村民听着明白，心服口服。

　　“涉农高校师生的根在基层，魂在农村。”近年来，河南农业大学面向河南53个

贫困县，开展“百名教授千名学生服务万村”，让科技走进田间地头，把技术送到生

产一线。与村民面对面讲、手把手教，探索出“授之以渔”的长效扶贫新模式、乡村

振兴好经验。

量身打造脱贫方案，引进让农民增收的种植技术

　　台前县是河南农大的对口帮扶县。

　　“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年年有洪涝，岁岁闹饥荒”，是当年台前县农村的

真实写照。如何才能让台前脱离贫困，走上致富之路？这是一个需要解答好的课题。

　　2018年7月，河南农业大学工作组进驻台前县，艰难的解题过程由此展开。什么

样的脱贫方案才符合当地实际？这成为河南农大人需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

　　深入掌握贫困状况，就必须到一线实地调研。吴坝镇晋城村，面积相对较大。经

过勘查、走访，工作组人员了解到，这里荒滩多，是典型的黄河滩区，“没有产业，

村民靠天吃饭；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在家”。

　　“只有了解清楚村里的实际状况和需求，我们的帮扶工作才能有的放矢。”河南

农业大学驻台前县工作组负责人告诉记者。

　　“村里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和小麦，村民们一直是靠天吃饭，产量不高，仅能

维持基本生活需要。”河南农业大学蚕桑专家毕会涛说，“如何能多挣钱？必须找到

适合晋城村的特色农产品，引进科学的种植技术。”

　　蚕桑产业是不是可行的选择，是否适合晋城村？毕会涛带领团队深入一线找答

案。答案令人振奋：气候、土壤、降雨量，都很适合桑树生长。此举不但可以增加村

民收入，还有利于提升生态环境。

　　“干，就一定有希望！”毕会涛团队提出了“量身打造”的脱贫实施方案建议报

告，编制《台前县吴坝镇晋城村蚕桑扶贫产业示范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台前县

吴坝镇晋城村蚕桑扶贫产业示范园项目规划》。

　　定了就干，干就干好。晋城村一期种植蚕桑500余亩，栽种果桑100亩，打造了集

桑葚采摘、仓储、加工，桑蚕养殖、蚕茧、蚕茧加工，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生态农业产

业园，亩产值6000余元，带动贫困户80余户，促进300余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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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规模堪称冬奥之最 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施工忙

 

河北张家口：冬奥场馆迎2022年首场 “冰墩墩”“雪容融”亮相北京中轴

光明图片

　　“台前县吴坝镇作为蚕桑新区，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生产技术上创造了轨道

化养殖、视频化监控等9项全省第一的佳绩。”河南省蚕业协会理事长郑作运说，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河南农业大学团队功不可

没。

　　“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农民增收的技术

才是真正的好技术！”毕会涛深有体会。疫情期间，他还专门录制了《2020年桑树种

植与管理技术要点》，通过空中课堂指导帮助农户种植桑树。

　　“现在有了新树苗，大家都抢着要。种植桑树，脱贫致富。”晋城村桑间濮上合

作社负责人常志斌告诉记者，毕会涛还带领当地人开发了桑叶茶、桑叶菜、桑叶面、

桑葚干、蚕沙药枕等产品。

培养“技术明白人”，让农民和科技零距离

　　“摸索新技术，咱就没断过。”种植靠技术，种了多年的葡萄，泌阳县赊湾镇的

葡萄种植专业户余长旺认这个理。

　　前些年，没想到“老把式”遇到了“新难题”。余长旺说：“品种改良，门道不

少。过去不讲究，都是靠感觉、靠老经验。种植技术怎么提升？销售渠道怎么融合？

听起来也不复杂，一听就懂，一干就懵。”

　　问题出在哪儿？2017年，河南农业大学的葡萄专家带领团队，连续跑了多趟泌阳

县赊湾镇，终于摸清了症结所在：科学技术落伍、品种退化严重、销售渠道落后……

　　像余长旺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针对这些问题，河南农业大学的葡萄专家开出

了独特的“药方”——构建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指导和技术培

训。

　　“种植就种植吧，怎么还成了产学研？”当地一些群众听了，觉得“太玄乎”。

　　河南农业大学的葡萄专家团队了解到农民的担忧，决定先在余长旺的葡萄种植专

业合作社搞个示范点，培养一批“技术明白人”。

　　“老余有技术底子，培训起来上手快，还能把书本技术和土方法相结合。”河南

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周红飞说，他在当地有威信，说话有分量，更具有说服

力。

　　余长旺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按照河南农业大学提供的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在葡萄

品种改良、葡萄种植技术、葡萄销售渠道等多方面进行改进和优化，通过校、地、企

三方合作，建立了科技部、教育部河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泌阳葡萄产业基

地，很快就见到了效益。

　　第一炮打响，后面的事情就顺了。3年来，余长旺的合作社带动农户种植葡萄、

蔬菜、中药材等30多亩，实现每亩效益3万多元。

　　同时，余长旺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积极带动周边群众发展，带动全县新增葡

萄种植面积1326亩，草莓350多亩，培育优质企业17家，带动全县1600多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

　　“赊湾镇的葡萄成了远近闻名的香饽饽。我们种的葡萄在市场上可受欢迎

了。”余长旺的底气来自科技。

　　这一成功绝非偶然。近年来，河南农业大学为200多个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

等解决技术难题，与30多家企业开展示范平台共建；年均完成省科技厅“三区”科技

人才培训、省农业农村厅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1000余人次。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

才。”河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魏蒙关说，河南农大在河南率先成立了“乡村振兴研究

院”，改革和完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面向乡村基层干部和涉农人员开展成人学

历提升教育，培养“技术明白人”，让农民和科技零距离。

坚持选题从生产中来，成果到生产中去

　　正值寒冬时节，台前县夹河乡于楼村温室大棚一片红火，农民忙着采收或管

理。“手机一点，温室的保温被就能自动升起来。”村支书于兆武边说边掏出手机，

点开App向记者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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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物联网系统没少花钱吧？”记者问道。“不多，5000元就搞定了。”于兆

武笑了。

　　“这套系统省钱又省力，这要感谢河南农大教授李胜利。”于兆武告诉记者，

2019年初，于楼村在发展大棚蔬菜过程中，日光温室需要安装温室物联网系统，但国

外进口的一套温室物联网系统要10万元左右，国产的也需要近5万元，这么昂贵的费

用吓住了当地的大棚种植户。

　　园艺学院教授李胜利获悉后，立即带领研究生郑增光、余路明从市场上购买了环

境监测探头、控制元件，自行编程，历时3个月，研发出成本只有5000元的温室物联

网装置，效果不输市场上的同类产品。

　　“过去挽裤腿、扛锄头，现在点手机、看监控。”晚上6点多，于兆武点开手

机，给大棚拉上棉被。于楼村数十座大棚要在棉被保护下度过寒夜。

　　试验成功后，李胜利与郑增光对这套系统进行了第二代的升级，在环境监测和控

制的基础上，实现了数据分析功能和栽培档案生成功能。目前这套农业物联网监测与

追溯系统已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软件著作权登记书。

　　近年来，河南农业大学十分重视让学生到实践中锻炼、在田野中成长，在提升服

务“三农”贡献度上下功夫，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群众的难题，就是我们的科研课题。我们将坚持选题从生产中来，成果到生产

中去，把论文写在广阔大地上。”河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说。

　　（本报记者 王胜昔 本报通讯员 汪俊杰 周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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