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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先锋科技先锋

谈谈
2019年5月29日，首届重庆市“创新争先奖”表彰

大会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当肖晓华从颁奖台上
走下来时，依旧面容淡定，他平静地对旁人说，自己只
是做了一个植保工作者理所应当的分内事。

奋斗在植保一线

1990年7月，肖晓华从涪陵农校毕业后，就一直战
斗在秀山农业基层一线。为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和工
作能力，他完成了四川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西南农
业大学函授农学本科，以勤恳踏实的工作作风，长期致
力于农业技术推广和科普服务，成绩突出。

2006年任秀山县植保站站长后，肖晓华以农药零
增长行动（农药减量使用行动）和植物保护技术试验示
范及推广为工作主线，在农作物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
警及专业化统防统治调查研究、农药及农药包装物调
查分析、植物检疫性病虫防控技术研究、农作物病虫害
危害损失测定研究、植保新技术试验示范及药械推广、
无人机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中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农
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集成技术应用与推广、农药安全
科学使用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取得丰富成果。

收获丰硕成果

作为县植保植检行业能手，肖晓华既注重技术推
广应用，也注重理论创新。近年来，先后在《中国植保
导刊》《中国农技推广》《农业科技通讯》《长江蔬菜》《植
物医生》《南方农业》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共
获国家级优秀论文表彰3篇、省级优秀论文表彰36
篇。2014年，主编出版秀山县第一部农业病虫防控专
著《农作物病虫害测报防治的理论与实践》，并参与编
写了《水稻螟虫及稻纵卷叶螟测报与防控技术》论著。
理论成果得到业内广泛认可。

多年耕耘，硕果累累。近年来，肖晓华多次荣获各
种奖项：2005—2006年获重庆市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
奖2项，2006年全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先进工作
者，2009年秀山县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和市粮油生产
先进个人，2010年获全国植保信息及农药械推广先进
个人、全国科技抗灾促春管保春耕指导服务活动先进

个人、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先进工
作者、市第二届植物保护青年科技奖。

而今，秀山县植保站已连续多年保持重庆市植保
行业标兵称号，成为全国农作物病虫害测报标准化区
域站。曾经的荣誉成为鞭策前进的动力，肖晓华心里
始终装着的是：作为一名基层农业工作者，唯有恪守初
心，坚守这片热土，当好植保卫士，内心才能感到满足
和幸福。这就是一个植保人根植于心、践之于行的矢
志担当。

在目前框架下，跨境支付路径长、手续
繁复、成本高。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出
现，可以帮助在国际间做到端对端支付，并
实现“支付即结算”，从而极大简化支付程
序、降低成本、缩短支付时间。 ——苏宁

（苏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需要突破传
统学科框架，以多学科交叉创新为突破口，
定量控制农业系统资源投入，最大限度提高
其在“种植—养殖—食物消费—环境影响”
全产业链的利用效率，降低各环节的环境损
失，最大限度挖掘系统潜力，提升生产、生
态、生活、经济和社会功能，保障农产品及生
态安全。

——陈新平
（陈新平，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

川渝地区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经济较为
发达的区域，同时，川渝地区是人口和资源
重要的承载地，众多要素将使成渝地区双城
经 济 圈 成 为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第 四 极 。

——杨继瑞
（杨继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川专家

代表、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西
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从纵向的决策来看，今后人工智能更精
准、速度更快而且无私；横向则克服了经验
上的偏见。为了减少人工智能的冲击，我们
要把自己的岗位变成超级岗位。而要做到
这一点，需要与人工智能成为合作“同事”。
成为人工智能的“同事”，需要管理者建立更
多的商业模式空间。通过大数据，把只有人
工智能才能掌握的暗知识打通。

——张国维
（张国维，美国惠普中国公司前执行

副总裁、长江国际商学院 MBA 顾问委员
会委员）

肖晓华：恪守初心当好植保卫士
文/图 通讯员 鲜丽华

肖晓华，现任秀山县植物保护检疫站
站长，秀山县农学会副理事长、高级农艺
师、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西南大学农业推
广硕士（植物保护）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指
导教师，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会员。曾荣获
首届重庆市创新争先奖。

肖晓华在稻田监测水稻病虫害。

李莉是高滩岩小学校长，她深耕教育32年，从
一线教师、班主任到副校长、校长，先后被评为高级
教师、重庆市骨干教师等。为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
学精神、鼓励师生科技创新，李莉将科创精神融入学
校“七彩教育”总体思路中，引导学校主动投入校园
科普活动，多形式、多渠道地为师生提供科普活动阵
地，重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打造硬环境，做到科普教育“环境化”

李莉高度重视学校的科普工作，把该项工作始终
放在首位。高滩岩小学有70余年办学历史，前身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子弟校，毗邻陆军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背靠重庆图书馆，是全区文化底蕴深
厚、人文环境良好的小学之一。

在李莉的带领下，学校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
展，走出了以“七色光体验教育”为途径的学校特色
之路。为更好地营造浓厚的科普教育氛围，使学生
有更多科普活动场所，李莉充分利用和发挥学校教
育资源，加大投入，完善硬件设备，充实和完善了信
息技术教室、科学实验室、七彩师生悦读吧、果蔬乐
园、七色光劳动基地等场所及设施，为学生们提供
了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活动平台。几年来，在
学校七色光劳动基地，李莉带领五、六年级的孩子
们开展食用菌种植和研究，通过找到农科院专家咨
询、到菌菇种植农场学习、邀请土壤测量机构改造
土壤，使孩子们成功种出了食用菌菇，体验了生命

的神奇与可贵。

打造软环境，促进科普教育“学科化”

科普教育内容丰富，知识面广，科学性强，涉及各
门学科，如何抓好科普教育的学科渗透，提高学生运
用科学的能力，是李莉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她以
科学教师为骨干，以教研组、备课组集体备课形式，组
织教师分学科、分系列、分层次整理出学科渗透科普
教育的知识点，促进科普教育在各学科中有机渗透，
学校一时呈现各学科科普教育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
繁荣景象。语文老师开展“二十四节气”的特色实践
活动，让孩子们体验到了节气带来的乐趣；科学老师
创办的实验秀场，指导学生做实验搞小制作；数学带

着孩子们转魔方、飞碟杯，在玩中拓展空间概念。罗
一鸣同学的“可降解的微生物可凝胶”获得重庆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每年11月，学校都要举行“科技活动月创意赛”，
到今年已经是第九届，“纸飞机接力”“纸船载重”“纸
牌高塔”等活动项目，不仅丰富了校园生活，还为学生
提供开放、益智、活跃的科技平台，唤起了学生对科技
的热爱，从小树立爱科学、学科学的决心。

培养科普教研力量，提升科普教育质量

面对缺乏专业科普教师以及竞赛经验的问题，李
莉协调各方资源，制定了“走出去学习交流、引进来内
化提升”的思路，鼓励教师们“走出去”，积极参加各种
培训、研讨、技能竞赛等，从中学习别人的教育经验和
最新理念；积极引入先进科普教育项目，激发学校教
育新动能。2019年，学校整体开展PBL项目学习，让
学生在劳动实践、科普实验中挑战自己、提升自己。
今年5月李莉向来自上海30余所学校的访学团队展
示了高小“让七彩课程成全每一位师生成长”的理念
与思路，得到了来自一线城市教育者们的赞赏。面对
新崛起的虚拟机器人项目，李莉快速组织信息技术老
师引进项目并推广，在第七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
能创新大赛中，18人获得市级奖项，其中唐艺航同学
获得全国一等奖的好成绩，并获得区长提名奖。

未来，李莉将立足于学校特色，规划新一轮科普教
育蓝图，力争启蒙培养更多优秀的科技人才，引领高滩
岩小学在科普教育和科技创新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李莉：用科创点亮“七彩教育”梦
通讯员 李琳 杨佳婧

李莉与学生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