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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小院硕果累累

8月下旬，火辣辣的重庆从时令上
已进入秋季，但潮热的气息依旧蔓延在
空气中。陈恒煦向记者介绍，目前已经
进入辣椒丰收的季节。

在铜梁区太平镇垣楼村，农民在辣
椒地里忙碌着，小院内一箩筐一箩筐的
辣椒火红火红的。“辣椒收完，我们马上
就要种植莲白、草莓等，将通过新世纪
超市等传统线下渠道和淘菜菜社区销
售线上渠道，将铜梁绿色低碳的本地菜
以最快速度送达重庆市民餐桌。”御丰
蔬菜合作社负责人邓代红介绍说。

铜梁作为保障中心城区蔬菜供应
的四个核心区县之一，目前蔬菜播种面
积达到37万亩，其中常年蔬菜种植面
积近20万亩，每天向中心城区供应近
1300吨各类新鲜蔬菜。2020年，西南
大学、铜梁区人民政府、重庆市农业农
村委员会、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建了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铜梁蔬菜“科技
小院”。

“以前铜梁像全国其他蔬菜主产区
一样，主要依靠传统经验种植蔬菜，存
在土壤培育不重视、肥药施用不科学、
产量品质不够高、环境代价大等问题。”
西南大学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助理、重庆市科技特派员谭
庆军介绍。

为推动科技小院发展，解决实际难
题，区科协大力支持科技小院结合铜梁
实际，发挥科研优势，深化精准科技推
广。为此，来自西南大学的农业科学家
和研究生走进铜梁，以多学科交叉、校
企地合作共建“三位一体（科学研究、产
业服务和人才培养）”科技小院为落地
抓手，开启了一条开拓创新农业绿色发
展之路。

经过多方努力，在区农业农村委、
区科协等单位的领导支持下，科技小院
通过“绿色化+工厂化”育苗技术生产优
良种苗，土壤—作物综合管理技术生产

绿色低碳蔬菜和新型“尾菜+”废弃物循
环利用技术变废为宝培育健康土壤。

此外，科技小院专家团队还依托阿
里淘菜菜平台，打造田间到餐桌的销售
模式。实现蔬菜生产减肥、减药、减排
30%以上，蔬菜业主增产、降本、提质、增收
20%~50%，蔬菜终端消费降低40%~
60%、损耗降低20%~30%，实现农户、消费
者、企业多方共赢，大大提高了种植户的
种植信心，降低了蔬菜生产的环境代价。

仅用了一年的时间，2021年，铜梁
蔬菜科技小院荣获全国“十佳科技小
院”称号。

让科技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大庙镇是铜梁区栽桑养蚕第一大
镇，养蚕数量占全区三分之一，而三品村
又是大庙镇栽桑养蚕第一大村，养蚕数
量又占全镇三分之一。蚕桑生产作为当
地的特色产业，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三品村坚持蚕桑“逢贱不
懒”的发展理念，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各
种渠道，推进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全
村桑树2000亩，其中果桑700余亩，产
鲜桑葚300余吨，每年举办果桑节，迎
来了上万游客，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4月18日，铜梁区科协及区老科协
的专家一行走进大庙镇三品村，与大庙
镇三品村签订了《蚕业科技服务合作协
议》，协议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双方在
蚕桑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与新技术
应用推广、桑枝食用菌等多元化开发利
用及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方面的合作，最终辐射带动全区蚕桑产
业向生态型、高效益、可持续方向发展。

今年以来，老科技工作者多次前往
大庙镇三品村开展跟踪服务，做给农民
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赚，确保协议
落到实处，产生实效。

在第六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
际，铜梁区老科协组织农业专家来到土
桥镇，走进田间地头、农家院坝，实地会
诊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为农民朋友送
去科学知识、农业技术指导，帮助农民
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这段时间以来，我家两口鱼塘的
鱼不肯吃了，还浮在水面上，不晓得是
咋个回事。”一位村民着急地问。水产
专家陈辉仔细询问情况后，告诉他：“这
段时间气候时高时低有些反常，塘里比
较缺氧，应该加入新鲜的水源，增氧机
每天启动两三个小时，这个问题就解决
了。”随后，陈辉把一本科学养鱼小册子
给了这位村民。

活动现场共发放水稻玉米栽培管
理、果树栽培管理、鸡鸭鹅常见病防治、
兔羊常见病防治、水产特种养殖、鱼类
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科普手册3000余
册，接受群众咨询的各类问题100多个。

铜梁区虎峰镇翰林村2019年开始
种植花椒，种植面积120亩，由村民出
让土地，村集体出资金统一经营管理，
实行5∶4∶1比例分红（农户、村、社），仅
去年收入就达23万元，每年能为家庭
增收7000元。

6月1日，铜梁区虎峰镇科协副主
席、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舒昌斌及农技人
员一行，来到该镇翰林村5社指导群众
采摘花椒和下枝，并就花椒烘干技术向
群众作了现场讲解。

近年来，虎峰镇把花椒产业作为群
众致富增收的特色产业之一，依托产业
扶持政策，积极争取项目支持，引导翰
林村、石寨村等5个村做大做强花椒种
植，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奠定了坚实基础，镇农服中
心联络多部门开展工作，使当地小花椒
成为大产业，让农民种出致富新希望。

打通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为持续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区科
协不断强化合作优势，突出模式创新，
共促成果转化，在积极搭建科技小院专
家团队与企业合作平台方面，不仅实现
了与阿里淘菜菜的友好合作，还积极组
织重庆牧堂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商
引商，联合美丰集团开展蔬菜专用肥产
业升级系统服务项目，联合嘉博文生物
科技公司合作研究餐厨废弃物资源化
技术培育健康土壤，联合四川金象公司
开展蔬菜稳定性专用肥料升级。

为帮助农户解决种植和养殖方面
的困难，区科协看到问题、解决问题、避
免问题，先后组织川渝两地的15名肥
料经销商观摩田间蔬菜专用肥设计试
验。引导“土专家”“田秀才”发挥作用，
送技术、送人才到田间地头，累计走访
农户1600余户，帮助农户解决了种植
和养殖方面的实际困难。

为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区科协力求
满足科技小院师生科研、办公、食宿等
需求，确保科技小院蔬菜全程技术绿色
化研究顺利开展。为科技小院配备17
亩蔬菜试验示范地、330余平方米草莓
大棚、240余平方米蔬菜种苗培育工厂
和300余平方米堆肥示范工程，建成3
间实验室、3 间办公室（1 间专家办公
室、2间学生学习室）、1间会议室和3间
学生宿舍。

接下来，铜梁区科协将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在市科协和市农技协的大
力支持下，还将继续强化农业科技支
撑，加强科技研发平台和成果转换平台
建设，充分调动农业科技工作者积极性，
发挥他们的智慧作用。陈恒煦表示，以
科技小院为典范，以基层科协组织为载
体，以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主力军，推
广和应用一批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工
艺，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经营主体
增效、周边农业增收，为产业发展带动乡
村振兴持续注入科技力量。

铜梁区科协为乡村振兴搭建技术人才服务平台

把科技送到农村最需要的地方
本报记者 魏星

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近年来，铜梁区科协紧紧围绕送技术、引人才、搭平
台等重点内容，狠抓科技服务工作，赋能乡村振兴。

“区科协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创新，深入推进农业规
模化、品牌化、标准化、融合化、智能化发展，全面提高农业质量效益。”铜梁区科协主席陈恒煦表示，以
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助推了当地农业向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加快迈进。

铜梁区老科协会员、高级农艺师田时铭（左一）为群众讲解果桑病虫害
防治注意事项。

2022 年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重
庆联盟现场工作会在铜梁举行。

西南大学研究人员介绍铜梁蔬菜
科技小院蔬菜育苗示范工程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