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小院是一种集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研究生培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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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科技小院模式，鼓励科研院所、高

校专家服务农业农村——今年首次写入

中央一号文件的“科技小院”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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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论文写在乡村 把成果留给农民
金山虾类科技小院有“大戏”产学研助力养殖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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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团队投喂南美白对虾虾苗

▲ 戴习林教授观察罗氏沼虾抱卵亲虾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在田间地头读研，把论文写在乡村，把成果留给农
民。    年，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诞生。截至目前，全国
各地已建立科技小院超    个。上海金山、崇明、嘉定等
区已建立科技小院近  个。近日，记者来到廊下镇的金
山虾类科技小院采访，“解码”乡村振兴之小院样本。

本报记者 屠瑜

采访的两位主角，一位是上海申漕特

种水产开发公司总经理丁福江，另一位是

上海海洋大学教授、上海市南美白对虾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戴习林。

两位已是知天命的汉子，因虾结缘有

三十一载了。在廊下镇申漕种苗培育基

地，从1993年的上海水产大学产学研基地

到如今的金山区虾类科技小院，改变的只

是基地的升级和名称的变化，不变的是两

人热爱农业、相信科技的初心。

戴习林做了一辈子水产科研，但对农

业依然充满热情，全上海有一半以上的虾

类养殖户他都认识。每周他都要开车八十

多公里到虾类科技小院，指导常驻这里的

几位专业研究生。说起科技小院，戴习林

认为小院不仅培养了知农、爱农、兴农的农

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更是实现了产学研

更紧密的结合。

他说，国家关于科技跟农民、农村的结

合，从最初的科技下乡、产学研基地，再引

申到今天的科技小院，是更高级的一种培

养人才、服务“三农”的组织形式。科技小

院也是产学研基地的一种传承，在原有基

础上让高校师生和基层结合得更加深入和

紧密。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上海所拥有的

是“小农业”，农业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如果

专门招一个科研人员成本相对较大，采用

科技小院的模式相对经济实惠。

从技术员到总经理，丁福江的个人成长和公司

的发展都离不开戴教授团队的支持。丁福江回忆，

1993年以前，公司还没有种苗生产，要去浙江、江苏

装运。运输途中，种苗死亡率非常高，导致产量偏

低。“这一背景下，我们想能否在本地育苗、养殖，解

决长途运输和种苗的质量问题。”丁福江说，那时企

业没有育种技术，就想到当时的上海水产大学（今上

海海洋大学），双方一拍即合，一直合作到现在。高

校有技术，企业有生产设施和场地，同时利用从政府

部门争取来的项目，就慢慢把研发做起来了。

水产养殖风险大。2010年，企业遇到虾类种

苗种质退化，导致虾苗长不大、繁殖慢。丁福江和

戴教授团队共同攻关，才找到原因解决了问题。

另外，以前单纯养南美白对虾，发病率会非常高。

后来，改进养殖模式，采用罗氏沼虾和南美白对虾

的混养模式，中间又穿插放养一些鱼类，同时做好

水质净化，不仅使苗种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而

且产量也有所提高。

“和科技‘攀亲’，回报率最高。”丁福江说。

“科技小院里面的主体一定是以专业

硕士研究生为主，再加上老师、本科生和其

他学术硕士或者博士。”戴习林解释，专业

硕士的培养主要侧重在基层工作实践。科

技小院是专业硕士培养的一个载体和平

台。企业就像一个简单的工作站，提供基

本的食宿。学生在这里既能写科研文章，

又能紧贴生产实践。

戴习林带的研究生仇浩，已在基地生

活了大半年。“在生产一线，对养殖技术的

理解更加深刻。”仇浩说，书本上的一些知

识已经过时了。我们能够发现这些问题，

然后去尝试有没有新的操作方式。对自己

的动手能力和统筹能力都有所提高。

每天5时30分和17时，他都会准时喂

虾。他还开展罗氏沼虾的育苗工作，每天

观察罗氏沼虾是否有抱卵的情况。如果有

的话，会把它捞出来单独管理，等待它产

卵。罗氏沼虾育苗是非常需要耐心的工

作，当它成功抱卵后，不会像南美白对虾那

样当天就会产卵，而是需要时间等待，一般

需要两至三周才会产卵，虽然罗氏沼虾是

淡水虾，但幼体是需要盐度的，对环境也十

分敏感，所以需要更加细心的呵护。

仇浩的论文就是和罗氏沼虾相关，也

非常实际。他研究的是模拟低温和低盐两

种环境对罗氏沼虾生长的影响。如果虾的

市场行情不好，想等一段时间再出售，虾要

在怎样的环境下，存活率能达到最高。他

有信心，能够通过在科技小院的实践，顺利

在一年半时间内完成这篇论文。

虾类科技小院不仅使企业受益，而且

可以向附近的农户辐射，向他们宣传政策

和科学的养殖方法，戴习林和他的学生长

期在这里开展虾类人工繁育、养殖技术、水

环境调控等方面的产学研工作，帮助养殖

户开展水质检测、病害检疫、水质调控等，

为广大虾类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让仇浩

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夏天，他和其他同学一

起帮助养殖户测完虾和水质后，养殖户送

了他们两个大西瓜。那天的西瓜，是仇浩

吃过最甜的西瓜。

在科技小院的见证下，丁福江闯过了创

业路上的一道道难关，戴习林也培养了一批

批动手能力强的研究生，周边养殖户更是受

益良多。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有了新路

径。“合作共赢，服务社会”是这个被称为小

院又有别于其他农家小院的特别之处。

为了让科技小院更长久地发展，丁福

江和戴习林共同的愿望是——希望有更多

的科研项目来支撑，政府部门能够多关注

和支持。“如果没有科研项目，科技小院的

维持、示范效应的发挥，乃至影响力的扩大

都是有难度的。”戴习林分析，仅仅是学生

在下面做实验，跟企业结合的紧密度就不

会高，企业只会在有技术需求的时候需要

你。企业没有技术需求的时候，学生在企

业里是不合适的。另外，如果有科研项目，

可以接触到更先进更前沿的技术和理论上

的研究，这样也会带动企业对新技术的了

解和运用。

丁福江认为，只有有项目注入、有新品

种研发，才能让科技小院展示出更好的优

势，更好地服务企业和周边农户。他举例

说，虽然现在养的品种里没有什么大病害，

但就怕时间一长，一个病害一下子冒出来，

导致全军覆没，损失就很大。这就需要未

雨绸缪。比如，白对虾如果品种不行了，就

必须有后备力量，需要有白对虾的第二代、

第三代等更新代数来优化品种。在这时，

科技小院就更显价值，也将不断推动上海

乃至全国水产养殖的发展。

科技小院在运行过程中还遇到哪些困

难？戴习林坦言，研究生的管理机制有待

探讨。因为学生在学校时有专门的老师专

职管理，但在下面基地就没有老师24小时

在身边，就只能靠学生的自觉性。老师要

带好学生，管好学生，既不能放掉，又不能

太严，这对老师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人才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戴

习林说，事实上，对于青年教师来讲，下基

层是一种培养自己的很好形式，上世纪90

年代和本世纪初时，很多青年教师都下过

基层。因为如果下过基层一两年，有了第

一线的资料和收获，回去上课或做实验都

会完全不一样。但是现在的考核机制确实

很难能够让青年教师长期待在基层。

在金山区科协副主席刘卫东看来，科技

小院建设以“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融合创

新、开放共赢”为原则，整合科协、高校（科研

院所）、涉农企业和当地优势资源，服务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助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绿色发展，服务农

民科学素质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

刘卫东介绍，科技小院建设是一项优

势互补、融合创新、开放共赢的全方位、综

合性、系统性工程。政府主导层面，涉及教

育系统、农业农村系统和科协系统。具体

实施层面，涉及相关区和街镇（乡）科协、有

关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团、涉农企业

（社会组织）等组织。

“参与单位、群体立体多面，需要更好

地做好科技小院建设过程当中的顶层设

计、协调统筹、管理监督和高效落实等工

作。”刘卫东强调，尤其在涉农企业（社会组

织）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等达成共建意

向的环节中，可能会存在信息不对称、资源

不掌握的情况，主导部门的平台提供、牵线

搭桥、协调会商等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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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写论文也搞实践

希望更多项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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