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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小记者联盟在湖南
张家界开展科普研学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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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百村振兴助力百村振兴助力百村振兴助力百村振兴

让甘薯尝到“科技”的甜头
——记陕西省科技特派员陈越

农业科技报记者 靳民

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揉谷镇

田西村，一排排温室大棚在阳光的

照耀下，格外显眼，棚里的一株株

甘薯种苗长势正旺，“百名科技特

派员助力百村振兴行动”对接帮扶

田西村的陕西省科技特派员陈越

正在指导村民管理甘薯苗……

“背靠大树好乘凉”，由于田

西村临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村

民能够优先接触甘薯种植先进实

用技术。而对接帮扶的陈越是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副教授、

陕西省科技入户专家团成员、第

四届陕西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一

直从事作物遗传育种研究，主要

研究方向是薯类作物栽培生理研

究，薯类作物育种及遗传研究，薯

类作物加工及脱毒技术研究。

起初，田西村村民多是零星

种植，标准化水平较低，抗风险能

力不强，导致收成时好时坏。一

直以来，甘薯育苗、甘薯种植产业

难以形成规模。作为一名甘薯专

家，陈越追随着朱俊光等老一辈

甘薯人的足迹，常常深入农村一

线，长期开展甘薯品种选育、种植

模式、生物农药防治、肥料配方验

证等试验，极大地促进了“高起

垄”、“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

等生产技术的示范推广。“秦薯4

号”、“秦薯5号”两个优质高产甘

薯新品种，因其突出的食用蒸烤

和淀粉加工特点，被广大农户亲

切地称之为“市场薯”。

通过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

极大地提高了甘薯种苗产业标准

化水平。这两年，田西村一亩甘

薯苗能卖到5万元！科技支撑让

薯农致富路越走越宽。陈越告诉

记者：“甘薯产业一直是田西村的

特色产业，为了进一步发挥田西

村甘薯产业优势，提升产业质量，

增加科技含

量。一年来，

在田西村积

极推进甘薯

脱毒种苗繁

育中心建设。

通过脱毒种苗

繁育中心建设，

以中心为核心

辐射带动全村

农户及相关合

作社的甘薯种

苗生产，使得甘

薯种苗生产脱

毒化，脱毒种苗

质量标准逐步

达到一级种苗

以上水平。实

现了甘薯脱毒

原种苗年繁育1000万株，产品远

销甘肃、山西等种植区，满足了省

内外对脱毒种薯的迫切需求。目

前，田西村甘薯脱毒苗生产的驯化

设施、繁育设施已经完成，试管苗

生产设施建设正在推进。中心的

建成，对于田西村甘薯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意义重大。”

围绕培育壮大有本地特色的

乡村产业这一根本宗旨，以产业

发展中的短板为发力点，打造甘

薯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田

薯叔”甘薯品牌，建设“田薯叔”主

题农庄。作为杨凌的“明星村”，

田西村一直全力奔跑着。在陈越

的精心帮扶下，田西村抢抓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拓展

了农民科技人才和产品市场，走

出了一条甘薯产业兴旺乡村振兴

之路，村民们越来越尝到甘薯种

植的甜头。

陈越，因让乡村沃土绽放

“科技”之花，收获着百姓的认可

和称赞。

记者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

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 重 ，要 落 实 产 业 帮 扶 政

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依

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

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

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

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

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

乡村提供人才供给、人才培

训、农业科技指导等方面赋

能 乡 村 振 兴 具 有 天 然 优

势。高校的人才支撑作用

和 科 教 服 务 能 力 ，为 乡 村

振兴注入新的动能。杨凌

示范区揉谷镇田西村在西

农老师的帮扶下全面推进

乡 村 振 兴 ，以 满 足 市 场 需

求 为 导 向 ，充 分 发 挥 帮 扶

村 镇 的 乡 村 资 源 、产 业基

础、人文历史等优势，着力

培育壮大有本地特色的乡

村 产 业 ，拓 展 产 品 销 售 市

场，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方面率先示范。

陈越（右）与农户一起记录查看甘薯丰收情形。

本报张家界讯（于钊）6月1日至3

日，全国科技小记者联盟20多家科技新

闻单位负责人和记者走进中国科协授予

的全国唯一的科普研学试点城市——湖

南省张家界市，在市县（区）科协领导陪同

下考察调研该市科普研学基地，探索发挥

科技传媒优势和科普资源优势，创新科普

研学思路，强化青少年科技教育路径。

活动期间，考察组走进贺龙元帅故

里、中国大鲵之乡桑植县，考察了专业从

事大鲵养殖与产品开发的九然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考察组进车间、看展厅，听取

企业领导介绍，了解生产经营、产业发展

和市场拓展等情况。据了解，该公司主

要从事大鲵全产业链产品的开发、生产、

销售。现有大鲵有机认证基地12亩，大

鲵养殖基地9个，力争3年内实现养殖规

模100万尾，形成大鲵生态产业链。

考察组来到张家界市旅游产业园，

实地考察了乖幺妹土家织锦非遗传承中

心。土家织锦，是一门指尖上的艺术，是

盛开在中华民族浩瀚文化中的一朵奇

葩。随着一双双灵巧的双手在五彩斑斓

的纱线上划过，一幅幅精美的土家织锦

如同无声的乐章，在诉说着土家族的历

史和图腾。在基地负责人的带领下，考

察组一行参观了工作车间和产品展示

区。据介绍，土家织锦工艺原始而复杂，

使用一种古老的纯木质腰式斜机“通经

断纬、反面挖花”技艺织造而成，主要有

十二道工艺流程，以丝、棉、麻等为主要

材料。图案抽象而夸张，色彩绚丽而丰

富，集实用和装饰于一体，是不可多得的

民族艺术品。

张家界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合莓茶种

植，自古就有种植制作莓茶的优良传

统。记者在孵化中心看到，莓茶文化展

厅设有精美大气的沙盘，并配以产业发

展视频，以形象直观的方式，展示了张家

界莓茶“一核两翼三带”的产业发展规

划。莓茶产业的发展史、民间传说及人

物故事等内容，让人们更加深刻了解张

家界莓茶。

随后，考察组还来到位于桑植县

刘家坪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

征出发地纪念馆、天子山贺龙公园、张

家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和元宇宙科技

馆、张家界大峡谷、张家界市砂石画院

科普研学基地、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等地考察。

此次考察活动由中国科技新闻学

会科技报分会、全国科技小记者联盟主

办，湖南科技传媒集团与张家界市科

协承办。考察组一行一致认为，通过

对张家界市科普研学基地的实地考

察，感受了张家界市作为全国科普研

学试点城市，拥有宝贵的红色文化传

承和丰富的科普资源以及独特的民族

文化底蕴，是

全国科技小记

者 开 展 科 普

研 学 活 动 的

重要基地，将

发 挥 科 技 传

媒 优 势 重 点

宣传推介。 扫码看全文

（上接1版）
“科普有魅力，吸引人，科技报非常

有前途。”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

副理事长陈海涛认为，如今社会对科普

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科技报与科技馆

都开展科学传播，科技报可加强与科技

馆在活动、培训、宣传方面的合作，探索

报馆合作的新路子。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副理

事长李志全，分享了山东科技报社转企改

制的经验，以及从事科技报出版工作36年

来难忘的工作经历和青春回忆。他表示，

将联合各高校，把现有杂志做成精品，在

两三年内将杂志做成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副理

事长周林杰认为，当前各科技报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探索发展路子，取得不错成绩，

未来还需紧跟时代需求，取得更大成绩。

“当前，国家对科技工作高度重视，

为科技报刊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良好的

机遇。”山西科技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

长罗光明认为，科技报刊高质量发展可

从融媒建设、品牌塑造、科技服务几方面

下功夫。要坚持精品科技传播内容的供

给，优化调整新媒体布局，推进融媒建设

实现新突破；通过科技媒体传播、科技活

动赋能、科技创新支撑三个维度塑造科

技报刊品牌，让科技报刊品牌更有活力、

更有价值、更有影响；联合开展面对不同

受众的服务活动，并实现服务的科技化、

移动化、智能化、便捷化，在科技服务上

展现新作为。

江苏科技报社总编辑许文勇介绍，

江苏科技报加强省市联动，加强与南京

科技馆的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将

面向科协服务，加强短视频研发及科普

研学活动的落实。

江苏农业科技报社总编辑吴爱民认

为，在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在传播速度上

不占优势，但是具有品牌、人才、资源等方

面优势，成功转型新媒体后会有很大收获。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科技金

融时报社社长、总编辑吴伯正现场分享

了浙江省各地融媒体中心建设情况。他认

为，如今科普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作为科

技报刊，要发挥专业优势，做好科普文章。

他建议各科技报要加强联动和合作。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信息传播服务保

障中心主任娜仁娜现场分享了内蒙古科

技报转企改制过程中的经验及目前存在

的困境，希望借鉴科技小记者、小小科普

员的成功经验，抓住青少年群体，在提升

青少年科学素养方面进行探索。

四川科技报社副总编辑肖小红分享

了承接科协系统项目、新媒体运营方面

的科技传播实践与思考，并希望加强与

科技报兄弟单位的联动合作。

研讨会上，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

报分会监事长李时夫总结时表示，新时

代科技报高质量发展，一要抓住政策机

遇，比如推动科技报与科技馆合作，科技

报可调整部分版面来服务青少年群体，

寻求新的突破；二是要深耕细作，围绕服

务对象及读者，从时间和空间上全方位

分析研究读者的实际需求，根据读者的

实际需要生产科普精品；三是全国科技

报系统可利用面向农村的优势，尝试建

设科技报系统自己的数据库，做到资源

共享、合作共赢。“对于科技报，大家都有

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李时夫深情地说。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石宝新主持本次研讨会。他

指出，希望各科技报新闻单位提高政治

站位，真正深入调查研究，找准结合点，

出思路、出成果，带着问题去考察，带着

感情去宣传，发挥新闻媒体的专业优势，

搞好新闻宣传，为全国科技报高质量发

展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