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福锁（右）在田间指导农民生产。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
福锁的名字和扎根农村的科技小院分不开。
名叫“小院”，其实作用并不小。

科技小院扶贫新模式，提供了一条科学家
与农民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输血”
与“造血”有机结合的科技精准扶贫新路径。

同吃、同住、同劳动

科技小院师生驻扎农村一线，与农民朋
友“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基层群众尤其是
困难户亲密接触，建立了互信关系和紧密联
系。他们在了解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后，通过解
决制约性问题，做到精准扶贫。
“一年四季，我们随时与农民一起讨论他

们面临的问题，一起实施讨论好的解决方案，
试验就在农民地里做。整个过程都一起干，既
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应用性，又使得农民和科
研人员一起成长。”张福锁说。

河北相公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宋春雷有
1.9亩耕地，主要种植苹果树。科技小院师生
与他建立科技帮扶关系，通过跟踪苹果生产
的全过程，有针对性地帮助他制定果园的管
理方案，协助购买农资及指导他进行田间管
理，以提高技术的到位率。

2018年倒春寒来袭，宋春雷在科技小院
师生的建议下，提前打防冻药防治，损失较
少。2019 年苹果产量约为 7000 斤 / 亩，较
2015年每亩增产 2000斤，果实品质也有了大
幅度提升，糖度由 12.3%增加到 14.2%，每亩
果园收入达到 1万元以上。

在科技小院的精准扶贫下，2019年年底，
宋春雷成功摘掉了“穷帽子”。他还很有信心
地说，“要成为带动贫困户脱贫的榜样”。

让农民成才

张福锁介绍，科技小院在研究、推广高产
高效技术解决小农户增产、增收问题的同时，
高度重视农民科技培训和培养农村科技人

才，推动扶贫与扶智、“输血”（推广技
术）与“造血”（提升科技素质）的紧密
结合。
在科技小院、农民家里、村委会、

小学校、农村街巷等地点，师生们采
用面对面讲课、田间观摩、科技长
廊、科技胡同、发放技术明白纸等多
种方式，“零距离、零门槛、零费用、
零时差”向农民普及农业技术，提高
了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增强了他们自
我提高、进步的能力。
依托广西金穗农业集团建立的中

国农业大学广西金穗科技小院，从 2012
年成立开始，通过技术讲座、现场培训
等方式，培养了一支梯度合理、差别有
序的农业专业化人才队伍。截至 2020
年 9月，他们累计举办了 1000多场培
训，让农民掌握香蕉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
标准化要求，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种
植能手和科技农民，受益人数 5万人次以上。
同时，科技小院帮助公司建立标准化示

范区，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仅 2019年就
接纳政府识别的贫困户就业 86人，吸收来自
贫困地区的农民工劳动就业 509人。贫困户
人均年收入达到 1.6万元，比上年增长 20%，
高于全县平均水平近 1万多元。

科技带来智力帮扶

“几千年的小农生产让农户的观念被禁
锢起来，比如认为农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行
业；农业生产不存在科学性，在农业生产环节
依靠累积下来的经验就足以应对等。”张福锁
在农村一线认识到这一问题。

他指出，科技扶贫是由单纯救济式扶贫
向依靠科学技术开发式扶贫转变的一个重要
标志。其宗旨是应用适用的科学技术改革贫
困地区封闭的小农经济模式，提高农民的科
学文化素质，提高其资源开发水平和劳动生
产率，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为了让贫困户能够科学地施用肥料，河
北沽源科技小院师生在 2017年国庆期间，对
贫困户耕地进行了取土，并利用课余时间在
学校实验室对土壤养分含量进行测定。他们
根据当地种植情况和土壤养分情况进行测土
配方，并协调云南云天化公司向 5个深度贫
困村发放了总价值 20万元的扶贫肥料，促进
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增加贫困户收入。

沽源科技小院经过两年的跟踪指导，制
定合理的施肥方案，指导贫困户种出优质架
豆，使 2019年东辛营村贫困户设施架豆产
量平均提高 10% ~20%，病害发生率下降
30%左右，收入增加了 67%，达到了 1 万元 /
亩的收入水平，为贫困户的精准脱贫作出了
贡献。

如何让贫困群体真正具备长效脱贫的内
生动力，是很多扶贫主体面临的一大难题。张
福锁和科技小院在实践中给出的答案是———
科技。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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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发现 5000万年前巨型飞鸟化石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伯克利分校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科学家鉴定出一种已灭绝的巨型远洋鸟
类———伪齿鸟，相关化石来自 5000万年前的南极
洲。这也是巨型飞鸟类的最早化石记录。该成果 10
月 26日发表于《科学报告》。

伪齿鸟因其特殊的“骨齿”引人注目，它们的颚
上有着独特的骨刺，就像是长了一嘴尖牙。研究人
员表示，下颚上保留的骨质“牙齿”在该伪齿鸟活着
时或许长达 3厘米，而这一破碎的下颚可能源自一
长达 60厘米的头骨。通过对这些“牙齿”的大小和
间距的测量，以及与其他伪齿鸟化石的分析比较，

研究人员认为，该个体体形大于或近似于目前已知
的最大伪齿鸟标本。他们结合岛上另一个化石地点
产出的跗跖骨化石推测，已灭绝物种的翼展在 5到
6米之间。

研究人员表示，今天鸵鸟是最大的非飞行鸟
类，而翼展近 3.5米的漂泊信天翁是最大的飞鸟。
然而，此次发现的伪齿鸟翼展在 5到 6米之间，这
表明鸟类在恐龙灭绝后进化得非常迅速。而两处化
石点时隔 1000万年，说明这一巨型的飞鸟对海洋
的上空统治了上千万年。

相关论文信息：

伪
齿
鸟
生
态
复
原
图

科学家证实脑区调控动机行为和觉醒机制

本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药理
学系、脑科学研究院教授黄志力和曲卫敏课题组研
究发现，对人类运动、情感、认知、药物成瘾及奖赏
等起重要作用的腹侧苍白球（脑区）中有一种抑制
性 γ—氨基丁酸能神经元可调控觉醒，变性或抑
制此类神经元能显著降低觉醒等活动。相关研究成
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分子精神病学》。

人类的生存活动离不开动机、运动、奖赏和学
习等行为，而这些行为高度依赖于觉醒状态的维
持。存在于伏隔核脑区中的多巴胺，其两种不同受
体阳性神经元分别可调控觉醒和睡眠，而腹侧苍白
球（脑区）则是这二类神经元的下游“成员”之一，但
其本身是否调控觉醒和动机行为不明。

为搞清楚这一问题，研究人员运用神经科学前

沿研究方法，发现腹侧苍白球（脑区）中有一类抑制
性 γ—氨基丁酸能神经元在觉醒期时活性升高，
而在睡眠期时活性降低。这提示 γ—氨基丁酸能
神经元可能调控觉醒。在进一步研究中，课题组应
用特异性操控神经元活性的化学遗传学和光遗传
学等方法，证实腹侧苍白球（脑区）中的 γ—氨基
丁酸能神经元调控觉醒并增强动机行为的机制，
是通过中脑区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完成的。课题组
首次系统揭示并证实伏隔核脑区—腹侧苍白球（脑
区）—中脑腹侧被盖区的调控动机行为，以及觉醒
这一神经环路的存在，为临床治疗一些与行为相关
的疾病提供了研究基础。

相关论文信息：

科技小院：与农民一起成长
姻本报记者王方

10月 28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悉，经过近 20年的选育，在两代育种者的努力下，3个杜
鹃花新品种获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权证书，保护期为 20年。

这 3个杜鹃花新品种分别命名为“素锦年华”“流光溢彩”和“繁星”，均通过人工杂交选育获得。其所有亲本均
为我国特有并且观赏价值高、适应性强的高山杜鹃，适宜于我国西南地区推广种植。

据了解，这些新品种由该所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团队马永鹏研究组于 2018年提交至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杜鹃属作为我国木本植物种类最为丰富的第一大属，目前记录已经超过 600种。尽管杜鹃花资源丰富，但我
国能够成功应用于市场的杜鹃花品种主要依赖进口，培育和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杜鹃花新品种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报道

流光溢彩素锦年华 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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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试
图用哲学解释科学，至小即至大，至大即至小。

近日，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理
论物理学家斯蒂文·温伯格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馆
开设的《科学连线》栏目中讲述了“极大”与“极小”
的宇宙学与粒子物理学的故事，并指出根本的科学
问题也是哲学问题。
“物理学家研究的‘极小’就是大自然的最小尺

度，比原子核还小，‘极大’就是大自然的最大尺度，
大到整个宇宙。”温伯格表示，“‘极大’与‘极小’的
研究相互促进，共同支撑物理学家了解自然的最终
定律。”

此外，在温伯格看来，基础理论为科学家开展
研究指明了方向，而实验手段则是验证理论的重要
途径。

基础理论是指引

在温伯格看来，物理世界中有些现象被视作
原理，可以由基本定律验证，而有些现象则充满
了偶然性。例如，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者约
翰尼斯·开普勒发现行星运行轨道是椭圆的就是原
理，但行星运行轨道的半径究竟多大则是偶然。“了
解什么是原理、什么是偶然，是科学的一项艰巨任
务，而在这点上，我们很难预先知道。”

因此，温伯格认为，基本定律的提出将来有
两种可能性，一是在未来有限的时间中发现基本
定律，此外再没有更基本的定律被发现；二是随
着时间推移，从更基本的定律中推导出新的基本
定律。

在温伯格看来，很难证明哪种可能性更大。不
过，“无论如何，重要的是提出基本定律的假设，只
有提出理论假设，才能有开展科研的方向和动机”。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CEPC（环
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加速器负责人高杰对此表示赞
同，“因预测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的
存在，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比利时理论物
理学者弗朗索瓦·恩格勒和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彼
得·希格斯。而从他们提出希格斯玻色子存在的假
设，到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通过实验证实，经历了
50多年。由此可见，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的研究
会漫无目的。”

实验手段是途径

在高杰看来，理论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理论
一定正确，这需要通过实验手段验证，“只有理论，
不通过实验手段去验证，科学研究就是‘纸上谈
兵’，无法继续发展”。

高杰解释道：“目前人类所认识的宇宙分为
三大部分：物质世界、暗物质和暗能量。宇宙中
物质世界约占 4%、暗物质约占 23%、暗能量约
占 73%。但是，到目前为止，暗物质和暗能量还
停留在科学家的预测阶段，还需通过实验手段
进行验证。”

而研究暗物质等问题需要将微观世界的粒

子物理与描述宇观世
界的宇宙学相结合。因
此，“极大”与“极小”的
关系成为 21 世纪物理
学和天文学研究的新
特点。
“‘极大’和‘极小’

听起来是两个极端，实
际上是不可分割的，这
也是一种哲学问题，要
大胆去思考和假设。但
是，要将假设变成科学
知识，就需要理论和实
验验证。”高杰说，“基础
研究犹如大树的根，扎
根越深，树才能长得越
好，因此，先进的实验手
段显得极为重要。”

高杰认为，在实验
验证研究成果的过程
中，通过带动技术、企
业、产业等，反过来还会
推动其他方面的广泛应
用，使科研和生活更进
一步。

“临门一脚进球
成功”的喜悦

实际上，虽然获得
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温
伯格的科研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回首其 60多年
的科研历程，温伯格见
证了诸多理论被验证，
但他也坦言：“我科研生
涯中的绝大部分是失败
经历，但我依然很开心，
因为哪怕只有一次很小
的成功，都会让所有的
努力变得有价值，这是
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高杰对此颇有同感，“做科研就像踢足球，全
程的努力都在‘临门一脚进球成功’的喜悦中得
到回报，这就是科学体验，充满挑战的同时也非常
有趣。”

在高杰看来，真正的科学家的初心是纯真
的、非功利的，“正如爱因斯坦相对论从提出到被
证实历经了百年，这期间科研进程没有中断，更
没有因为一个理论没有被验证而使科学探索变
得没有意义。此外，没有发达的技术手段就无法
完成科学验证，这需要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发展的
技术水平”。
高杰也不认同“冷板凳”的说法，“真正的科学

家不会认为自己坐的是‘冷板凳’，因为他们对自己
的专业和科研工作充满了喜爱和热情”。

寰球眼

人脑天生就能识别文字

本报讯 近日，《科学报告》发表的一项研
究表明，人类大脑天生具备辨识文字符号的
“硬件”，这为人们学习阅读奠定了基础。

通过分析新生儿的大脑扫描图，研究人
员发现大脑的视觉单词形成区（VWFA）与大
脑的语言网络相连。该论文作者、美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 Zeynep Saygin说：
“这为孩子视觉语言敏感性的发展提供了沃
土，甚至在孩子没有接触任何语言的时候，这
种敏感性就存在了。”

之前，有研究人员推测，VWFA在开始时
与视觉皮层的其他部分没有区别。这些部分
对面孔、场景或其他物体很敏感，但在儿童开

始学习识字后，后天经历重塑了 VWFA。
“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出生

时，比起大脑的其他区域，VWFA与大脑语言
网络的功能联系也更为紧密。这是一个令人
兴奋的发现。”Saygin说。

研究人员分析了 40 名不到 1 周大的新
生儿大脑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图，并将
这些扫描结果与 40 名成年人的结果进行了
比较。

Saygin 表示，VWFA 与新生儿接收人类
面孔信息的视觉皮层相邻。作为视觉对象，
面孔具有一些与文字相同的属性，人类需要
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才能正确识别它
们。但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新生儿中，
VWFA 也不同于识别面孔的视觉皮层部分，
主要是因为它与大脑中处理语言的部分功
能有联系。

Saygin说：“甚至在我们接触到词语之前，
VWFA就已经专门为识别词语而存在了。”

该研究也发现了新生儿和成年人 VWFA
的一些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婴儿的成
熟，VWFA可能会进一步完善。口头语言和书
面语言的经验，可能会加强 VWFA与特定语
言的联系，并在人们获得识字能力后，对这一
区域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区分。

该研究组目前正在对 3～4 岁儿童的大
脑进行扫描，以了解在儿童学会阅读之前
VWFA的作用，以及该区域对哪些视觉特性
有反应。了解更多关于个体差异性的信息，可
以帮助研究人员理解阅读行为的不同，对研
究阅读障碍和其他发育障碍也有帮助。
“了解这个区域在早期时发生了什么，会

告诉我们更多的有关人类大脑如何发展阅读
能力的信息，以及哪里可能出了问题。追踪大
脑的这个区域是如何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的很
重要。”Saygin说。 （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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