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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曲周“新三农”论坛暨全国科技
小院联盟启动会在河北省曲周县召开。中国农
业大学首创的科技小院 8 年前以曲周县为起
点，面向全国逐步推开，目前建立了 81 个小院，
形成了覆盖 20 个省市区 22 个作物生产体系、
多家农业科研院校共同参与的全国性协作网
络———科技小院联盟。

据悉，联盟将以“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融合
创新、开放共赢”为原则，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助推涉农专业创新、创业型研
究生培养，全面服务于国家创新、创业型人才
培养计划，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

“三农”发展。

零距离解决脱节问题

我们知道“三农”的发展存在“三个脱节”
的问题。

第一个是农民需要科技人员，但找不到他
们，所以科技人员跟农民脱节；第二个是农业
生产与产业需要科学技术、需要科研，但是真
正满足生产与产业的科研是不够的，所以科研
跟生产需求脱节；第三个是我们需要热爱农
业、有情怀的农业人才，但是每年七八百万的
大学生研究生毕业，真正有实践技能、有“三
农”情怀的人太少，所以人才培养跟社会需求
是脱节的。

我们认为零距离是解决“三个脱节”问题
的一个方法，就是专家与农民零距离、科研与
生产零距离、育人与用人零距离。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师生进驻河北省曲
周县白寨乡农家小院，零距离开展科研和社会
服务工作，群众亲切地称这个农家小院为“科
技小院”，第一个科技小院由此诞生。

师生在科技小院里生活、学习、工作，融入
农民群众之中，随时跟农民进行交流，吃农家
饭、干农家活，成为农民的朋友和自家人，跟他
们一起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住在村里面，所以农民可以早上天还
没亮，就拿着苗子跑到院里头，把学生从床上

叫起来，“你看看我这个苗子出了什么问题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能给农民做咨询，
也可以做展示、做培训，跟农民一起来做解决
方案。最后在农民地里真正地实现技术，提高
作物产量。

零距离的培训很多时候是在早上 5 点多农
民下地之前，或者是晚上，或者农闲的时候。我
们也做了冬季全覆盖入村培训，对每一个村、
每一个农民都进行了培训。同时建立了农民田
间学校，面向村里面技术最好的几十个农民做
整个生育期及关键时期的培训；我们还做了田
间科技长廊。所以参加培训的人员数量每年都
增长得很快。

农民随时可以来找，师生随时可以下到地
里去。农民用自家的三轮车给师生做了一个农
田田间服务车，拉着学生，甚至晚上也可以到
农民地里进行指导。师生零距离地帮助村里，
比如说扶贫真正到了农家，做到了精准扶贫；
帮村里来搞结构调整，一村一品；帮农民建立
合作社，实现生产经营规模化。

科技小院扎根基层，在“三农”一线开展科
研、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既推动农业发展方
式、农业生产关系转变，又培养有理想、肯奉献
的新型人才。

做到“四零”服务

科技小院驻扎在农村和农业生产第一线，
与农民、企业和政府“零距离”开展科技创新、
技术服务和人才培养的三位一体新模式，“零
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四零”服务
是我们的宗旨。

师生在科技小院里切实了解“三农”，抓准
生产关键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进行技术集
成创新，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促进农业生产，并
将科技成果以科技小院为圆心向外快速传播
推广，推动农业发展，推动农村文化和乡村建
设，提高农民幸福指数。

科技小院在过去的 8 年间服务了 45 个作
物体系，建立了 98 项技术、65 套技术规程。在

这一过程中，科技小院逐渐成为创新产权制
度、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
一个新亮点、新方法、新模式。

比如，科技小院在建立过程中，不断探索
适应不同地区实际特点的新型农业生产组织
形式，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针对华北地区小农户生产特点，提出以“大
方操作”为核心的组织方式，按方组织，形成规
模，统一操作，集中服务，实现“土地不流转，也
能规模化”；在中等农户水平上探索通过农户
高产竞赛，发展合作社和合作联社，推动生产
方式变革、提高技术到位率、实现作物高产和
资源高效的经营途径；在大农户水平上探索土
地流转、家庭农场和现代种植企业等经营方
式，提高生产规模和效益水平。

科技小院不仅仅帮助农民、农村，师生们
也要做自己的科研。现在的农业科研往往是在
大学里面，离农村很远，但科技小院把培养人

才从学校搬到田间、搬到农村，我们住在村里
面，深入生产一线贴近实际开展生产调查、科
学研究和技术集成，把研究和应用结合起来。

比如曲周小麦玉米生产里面有 10 项技术，
农民真正用的不到 15%，我们跟农民一起把技
术到位率从 18%提高到 53%。这些年全县产量
增加了 40%以上，但是水肥资源的投入只增加
了 2%左右，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转型。

以科技小院为平台，探索大面积提升农
民科学种田水平、实现区域增产增效的技术
途径和组织模式，该成果发表在国际刊物《自
然》上，专家评审认为这是全世界小农增产增
效的典范。

总之，科技小院探寻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新
模式、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新思路、高等教育
改革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本文系王方据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科技
小院主要发起人张福锁报告整理）

批准任何一个证书都要经得住历史和科学的检验。未获批准之前，一粒种子也不能下地。凡
是经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可以放心的。

5 月 4 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
织（ISAAA）在北京发布的《2016 年全球生物技
术 /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称，转基因作物商业化 21 年之后的
2016 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 1.851 亿
公顷。

在次日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中国植物生
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中国作物学会、中国植
物保护学会、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和 ISAAA
联合召开的“农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化高层研讨
会 2017”上，《中国科学报》记者获悉，转基因作
物将通过新产品和新性状继续满足不断增长
的人口需求。

21 年增加 110 倍

“2016 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从
1996 年的 170 万公顷增加到 1.851 亿公顷，增
加了 110 倍，这使生物技术成为近年来应用最
为迅速的作物技术。”ISAAA 主席 Paul Teng 表
示，1996—2016 年的 21 年间，转基因作物的商
业化种植面积累计达到了 21 亿公顷。

26 个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其中 19 个
为发展中国家、7 个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
种植面积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 54%，
发达国家为 46%。其中拉美 10 国种植了 8000
万公顷转基因作物，亚太 8 个国家种植了 1860
万公顷转基因作物，欧盟 4 国继续种植超过
13.6 万公顷的转基因玉米。

报告显示，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排名前五
位的国家中，有 3 个发展中国家和 2 个发达国
家。这 5 个国家总的种植面积为 1.682 亿公顷，
占全球总种植面积的 91%。

美国依然是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领
先者。2016 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
7290 万公顷，其次为巴西（4910 万公顷）、阿根
廷（2380 万公顷）、加拿大（1160 万公顷）和印度

（1080 万公顷）。
此外，美国农业部（USDA）的估算表明 3

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应用率达到或接近最佳
应用率：大豆 94%、玉米 92%、棉花 93%，平均采
用率为 93%。

从单个作物来看，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
积最大，为 9140 万公顷，占全球转基因作物
总种植面积的一半。2016 年转基因大豆的应
用率为 78%，转基因棉花的应用率为 64%，转
基因玉米的应用率为 26%，转基因油菜的应
用率为 24%。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减少了转基因作物的
种植面积。例如，阿根廷、乌拉圭和墨西哥因为
全球棉花价格走低而减少种植面积，中国因大

量棉花储备而减少了棉花种植面积；巴拉圭、
乌拉圭因大豆的低盈利性及与玉米的竞争而
减少了大豆的种植，南非、阿根廷和玻利维亚
因环境压力（干旱 / 水涝）减少了大豆的种植；
罗马尼亚农民因繁杂的报告要求而在 2016 年
停止种植转基因作物。

报告还显示，2016 年复合性状（抗虫、耐除
草剂和其他性状的结合）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转
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 41%，仅次于占比 47%的
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

提供更多选择

报告显示，转基因作物扩展到了玉米、大
豆、棉花和油菜四大作物之外，为全球消费者
提供了更多选择。

这些转基因作物包括已经上市的甜菜、木
瓜、茄子和马铃薯，以及 2017 年将要上市的苹
果。“马铃薯是全球第四大主粮作物，而茄子是
亚洲消费排名第一的蔬菜，防挫伤和褐变的苹
果和马铃薯有助于减少食物浪费。”Paul Teng
表示。

“对中国公众而言，吃饱的问题已经不大，
更重要的是满足人们对于食品多元化的需求，
比如营养、风味。此外还应考虑食品加工业对
于农产品种类上的要求。”中科院院士、中国生

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许智宏在“农作物生物育
种产业化高层研讨会 2017”上表示。

品种多样化开发、质量和成分改良是转基
因作物研发的一个方向。报告显示，公共研究
机构进行的包括水稻、香蕉、马铃薯、小麦、鹰嘴
豆、木豆、芥菜和甘蔗在内的研究已进入评估
晚期，可能为消费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
者提供更多选择。

例如，正在菲律宾和孟加拉国进行试验的
富含 β- 胡萝卜素的黄金大米，澳大利亚的抗
枯萎病转基因香蕉和正在进行田间试验的抗
病、抗旱、含油量和谷粒成分改变的转基因小
麦，欧盟的富含 Ω-3 的亚麻芥等。在美国，已
经成功进行了 InnateTM 马铃薯系列产品的商业
化，种植了 2500 公顷。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副处
长张宪法表示，转基因给世界多了一种选择，
转基因产品让我们的货架多了一种选择，多了
一种商品。公众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

1996—2015 年转基因作物使全球的作物
产值增加了 1678 亿美元；通过生物技术提高
了作物产量，节约了 1.74 亿公顷耕作土地；
通过减少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对环境影
响降低了 19%。

Paul Teng 表示，2016 年转 基因作 物 使
1800 万小农户及其家庭受益，总受益人数超过

6500 万人。“转基因作物是必要的，但不是万能
的，对待转基因作物仍要像对待传统作物一样，
坚持良好的耕作实践，比如轮作管理和抗性管
理。”

中国安全保证

自 1994 年以来，全球 40 个国家和地区已
经发放了 3768 项监管审批，涉及 26 种转基因
作物，392 个转化体。在这 3768 项监管审批中，
1777 项涉及粮食用途，1238 项涉及饲料用途，
753 项涉及环境释放或者培育。

其中，玉米是获批转化体最多的作物（29
个国家和地区，218 个转化体）；耐除草剂玉米
转化体 NK603 获得的批文最多，在 26 个国家
和地区中有 54 项。其次是棉花（22 个国家和地
区，58 个转化体）、马铃薯（11 个国家和地区，47
个转化体）。

在中国，获得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批
准的作物为抗虫棉和抗病毒番木瓜；此外，证
书有效但未批准种植的有抗虫水稻和高植酸
酶玉米。

我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标准方面，参
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
际组织和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制定了一
系列安全评价标准和共识性文件，发布了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检测和监管标准 228 项。
既严于国际标准，又多于国际标准。

既有法律法规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又有
技术支撑体系，保证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不存在‘管理延迟了转基因作物推进’的
情况。我国鼓励探索科学上的未知，也将保证
转基因作物在正确的、法治的轨道上。”张宪
法表示。

转基因抗虫水稻虽未批准种植，但其安全
评价过程长达 11 年之久。“批准任何一个证书
都要经得住历史和科学的检验。”张宪法表示，
未获批准之前，一粒种子也不能下地。凡是经
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
可以放心的。

据 Cropnosis 机构估计，2016 年全球转基
因作物的市场价值为 158 亿美元，比 2015 年增
长了 3%。这一数据占 2016 年全球作物保护市
场市值的 22%、全球商业种子市场市值的 35%。

在 Paul Teng 看来，未来有些转基因作物
仍有巨大的种植潜力，如转基因玉米至少还
有 1 亿公顷的潜在种植面积。“令人鼓舞的前
景是，技术和有利于其应用的政策相结合能
够使粮食产量翻番。然而，只有确保对转基因
作物的监管是科学、恰当且全球协同一致的，
才能实现。”

转基因作物，必要但不万能
姻本报记者 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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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小院的“零距离”服务

转基因的甜菜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老百姓需要的就是生态、经
济、社会三大效益兼顾的健康黄金
农业，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规律。发展
中国的桑产业，正是满足三大效益
同步发展的黄金农业中的一个模式
和范例。”日前，重庆海田林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任荣荣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桑产业可
以让“山流金，水产银”，土地生产出
健康安全食品的同时，产出大量工
业原料。

桑蚕产业在中国已有数千年历
史，在历史上的功绩甚大：解决了古
代的蚕丝衣被和造纸原料之需；开
通了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之路———
丝绸之路；为中药业提供了异病同
药的桑药；为中国造酒业开创了先
河；为军队提供了干桑葚作为军粮；
为盛唐乃至后来朝代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税赋之源。

如今，桑蚕产业在我国的农业
大地上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不老神树的秘密

任荣荣继承传统遗产，花数十
年时间对中国的桑产业进行研究和
实践。其中，从 2010 年 1 月起他开
始担任“长江三峡水库消落带饲料
桑种植和草食动物养殖适用技术试
验研究”科研课题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
士评价，这项试验研究的成功，不仅
为三峡库区消落带的治理利用开创
了一条很好的路径，而且为全国的
江河滩地、库塘消落带及荒山荒地
治理利用，乃至大量适合于种植桑
树的地方，指出了一条生态和经济兼顾的发展道路。

任荣荣介绍，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桑树资源分布
中心。在中国，桑树分布遍及东、南、西、北、中，无论
寒温带还是荒漠少雨地区均有分布。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桑树为“东方神树”。
神在哪里？以任氏饲料桑为例，任荣荣认为其有着丰
富的生物学特性和巨大的价值。

首先，桑树抗逆性强大。43 摄氏度高温热不死，
零下 30 摄氏度冻不死；大火烧山根不死，一遇春雨
就发芽；更神奇的是秋冬水淹没顶 100 天不死。

其次，桑树有发达的根部。按生物量计算，8
年生以下桑树根系量占全株的 54%，地上部分只
有 46%，根幅为冠幅的 3~4 倍，根在沙土中最深可
达 9 米。在现有植物中，桑树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的王者。

其三，桑树为优良速生树种。当年可生长超过
1 米以上，萌发条则可达到 2 米。它还是神奇的长
寿树，无论是几百年、上千年的古桑，树冠永远饱
满。

其四，桑树全身都是宝，人和动物所需的营养物
质它几乎全有，而且是高蛋白树种。桑树种子油优于
橄榄油，桑树整株糖类物质丰富，对动物和人延年益
寿的抗氧化物质丰富，还富含人和动物能吸收的生
物钙。所以历来称为药食、药饲同源的树种。这就是
不老神树长寿的秘密。

此外，在中国所有农作物种类中，桑树亩产蛋
白质也是最高的，可达 200 公斤以上，高于大豆
3~4 倍。春秋嫩桑树叶是绝妙的抗氧化菜肴，有利
于降“三高”，也可增强动物免疫力。更令人称奇的
是，举凡动物的饲料中添加一定比例的桑叶粉，饲
喂 2~3 个月，即可消解体内重金属，以及激素、农
药残留，而且肉质、蛋质均有明显的改善，确保了
食品的安全。

任荣荣透露，上述几点，均有严谨的科学实验和
检测数据可应证。

科学规划与种植

科学规划、科学种植创造发展中国黄金桑产业
的途径，任荣荣认为，可以采取若干种模式。

首先，利用种植桑树实现精准扶贫。在年降水量
450 毫米以上的贫困山区、农区每户种植 100 株果
桑，第二年进入丰产期，可收入约 3 万元人民币，优
于背井离乡外出打工。鲜果可采摘销售，也可由企业
统一收购加工成市场上奇缺物品———干果或果粉。
修剪的桑树枝条可作为食用菌的培养料，一斤干料
可产两斤平菇，落地桑叶可作饲料。

其次，实现桑树全株利用的工业化生产。每亩地
种植 3000 株一年生苗，秋末全株收割可得鲜枝、桑
杆，进入工业化加工厂萃取抗氧化物质，得浓缩液，
作为食品厂、饮料厂、保健品厂、药厂的原料；萃取桑
叶蛋白粉，另外还可加工制成饲料用桑粕。其余渣料
则为食用菌料。木质化桑杆可作纤维板原料，亦可作
菌料培养剂。地方税收按 10%收取计，一个工厂年产
400 吨蛋白粉和桑树浓缩液，税收可达 800 万元，这
比过去的土地财政要持久。

另外，在农田重金属污染治理上，桑树也可以发
挥其独特作用。利用桑树实施重金属污染的农田改
造工程，开深沟筑高垄，使之排水畅通、土壤通气。每
亩地种植任氏饲料桑 3000 株，当年春天种植，秋天
全部平茬，粉碎还入桑田，在土壤中逐步形成大量的
腐殖质。第二年春夏再度平茬还田，秋天收割加工成
桑树浓缩液和桑粕。土壤重金属污染度可基本达标。
其科学原理是，促使重金属成分从游离状态转成为
整合的固定状态，同时被腐殖质吸附，下沉土壤深
处。

“现在治理重金属污染的农田，常常耗资不菲，
而且有的需耗时多年。如用植桑办法进行治理，投入
相对少、耗时短，还能成为一种新型的黄金农业模
式。”任荣荣说。

中国耕地如果有 3 亿亩重污染土地要加以改
造，用此方法第二年则可生产 300 亿公斤桑蛋白，按
大豆所含蛋白质计标，则相当于 9 亿亩大豆的蛋白
总量。其蛋白质更相当于进口 8000 万吨大豆所含蛋
白质的总量。

任荣荣表示，大力发展中国的黄金桑产业，就是
打造青山绿水，形成金山银山，也是绿化祖国、保持
水土、改善环境，一举数得，可以说是中国农业史上
的一次伟大革命。

科技小院扎根基
层，在“三农”一线开展
科研、社会服务和人才
培养，既推动农业发展
方式、农业生产关系转
变，又培养有理想、肯
奉献的新型人才。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科技小院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