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北五环外的学校到门头沟的深山村全程120公里， 坐地铁转公交需要四个半小时， 开车两个半小时， 这样的助农路他一
走就是十年； 通过驻扎在村里生产一线， 与农民同吃同劳动， 他把现代农业科技带到田间地头， 助力京郊农业丰收。 他就是
“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青年教师郭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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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条件艰苦， 但他回味起
来更多的是充实

2014年4月， 时为中国农业大学博
士研究生的郭鑫宇来到门头沟区清水
镇黄安坨村， 在农大理学院应用化学
系吴学民教授的指导下， 这个 “90后”
青年学子和团队一起建立黄安坨科技
助农示范小院， 成为第一个驻村学生，
常年与村民同吃同劳动。

黄安坨村平均海拔1045米 ， 是北
京最偏远的山村之一， 曾是低收入村，
主要农作物为寒地苹果、 玉米、 杏等
种类。 科技小院距离农大西校区有120
公里， 其中90公里都为盘山路， 郭鑫
宇他们每次前往， 都要从学校先坐地
铁到苹果园站， 再坐公交车到斋堂镇，
然后搭乘每天只有傍晚一趟的M9路到
达黄安坨村。

刚入驻黄安坨的时候， 村里连小
卖铺都没有， 手机信号不好， 网购快
递也不发达， 农大师生就从学校里购
买好日常生活用品、 药品和小零食背
过去， 或者趁着合作社社员去镇里的
时候， 委托他们帮忙采买。 当然， 村
里也会隔几天来一次小货车摆摊售卖，
这是大家完成补给的好机会。

山中条件虽然艰苦， 但郭鑫宇回
忆起来更多的印象是快乐。 他们跟着
合作社社员一起做饭、 干活， 零距离、
零门槛、 零时差和零费用地服务农户。
每天早上6点起床， 7点10分到果园开
始干活 ， 感觉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 ，
一看表发现才9点钟。 “在科技小院的
时间， 我感觉时间被拉长了， 一天可
以做很多工作， 而在学校的时候就觉
得时间很短， 过得很快。” 晚上他们也
不闲着， 会坚持写日志总结一天的工
作， 所以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中国农业大学黄安坨科技小院专
项团队有8人， 郭鑫宇一般从4月下旬
到10月下旬长期驻扎于此， 每隔一到
两周后返回学校几天， 汇报工作、 进
行实验室科研， 然后再回去驻扎， 周
而复始。

科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团队研
发的保果技术使用过几种不同手段 ，
其中一种曾将郭鑫宇的两棵实验树几
乎弄死， 果子也全坏了， 让他十分苦
恼和沮丧。 这时， 导师吴教授温声安
慰他， “科研就是有成功也会有失败，
有失败是好事儿， 这样才能在失败当
中获取教训”。

得到导师的鼓励， 郭鑫宇在之后
的研究中及时解决问题， 积极完善各
项技术， 并且把在生产中发现的问题
和数据带到学校实验室进行实验分析，
发表高水平SCI文章一篇、 核心论文五
篇， 获得两项发明专利的授权。 这位
学农的青年学生真正把科研写在田间
地头上， 逐渐成长为一名懂农业、 爱
农村、 爱农民的 “三农” 科技工作者。

试验田从最初的3亩逐渐扩
大到800亩

农业要想发展， 需要现代科学技
术的加持。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科技
小院团队有针对性地建立绿色无公害
植保体系， 在使用绿色无公害农药的
同时 ， 实现农药施用量减少了40%以
上， 果品品质也得到提升， 获得多项
有机产品认证， 彻底改变了黄安坨村
的农药使用方式。

在农作物品种改良方面， 经过前
期调研， 科技小院团队发现黄安坨村
经济模式单一 ， 已有品种优势不大 ，
就 根 据 黄 安 坨 地 处 百 花 山 半 山 腰 ，
1045米的高海拔以及纬度情况 ， 引进
适宜的新品种， 打造高品质作物。

面对这群 “学生军”， 祖祖辈辈与
田地打交道的村民们刚开始并不信任，
对团队能不能干好表示怀疑， 第一年
只给他们三亩地用于试验研究。 他们
在三亩地里选了30棵树进行试验， 结
果后， 效果还不错， 第二年试验田便
增加到50亩地。 在这50亩地中， 他们
采用自己制定的植保和标准化方式 ，
又取得非常好的结果， 不仅降低了农
药使用量， 还大大节省了村民的开支
和人员技术的投入。 到了第三年， 村

民们干脆把整个果园都交给团队， 包
括村里的其他果园也都植入团队的植
保技术， 足足扩大到800亩地， 可见村
民们对团队的全情信任。

过去果园的水果保鲜措施单一 ，
只能靠冷库低温保鲜， 到春节时烂果
很多。 郭鑫宇结合自己及团队的专业
特长， 引入自主研发的国际先进生理
果蔬保果保鲜剂， 使果品的观光采摘
期得到延长， 保鲜期延长3倍， 实现跨
季销售， 由此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 深山
村发生嬗变

十年来， 科技小院陆续引入黑木
耳、 猕猴桃、 核桃、 鸡心果等新品种，
丰富了黄安坨村的种植体系。 其中鸡
心果 （锦绣海棠 ） 属于小苹果类型 ，
近两年开始进入盛果期 ， 品质很高 ，
玫瑰香味浓， 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年
销售额近百万元。 同时还开展了多种
经营， 对果品进行深加工， 包括制作
果脯、 酿造果酒、 花茶制作等， 并进
行立体农业、 林下养鸡， 带动村民共
同增收。

村民们真正尝到了科技进步的甜
头 ： 苹果产量由2014年的3000斤增加
到现在的5000斤， 采摘期延长到国庆
假期后， 保鲜期延长3倍； 村民人均年
收入由2014年的7000元增加到现在的
23000余元。

通过现代农业科技的多种服务 ，
黄安坨的村容村貌发生嬗变， 先后被
评为 “首都绿色村庄” 和 “北京市生
态文明村”。 同时， 团队持续举办植保
知识科普和科技帮扶活动， 推广先进
的农业生产技术， 辐射带动清水镇的5
个村庄， 包含2个低收入村和20多名低
收入户。

黄安坨科技小院得到合作社 、 村
民、 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郭鑫宇他们和村民的关系也越走越近，
如今他们处得就像是家里人一般， 称
呼对方为 “王叔” “老舅” “杨大爷”
“文军哥” “白姨” 等， 村民则管他们

叫 “郭子” “小王” “亚娜” “宾宾”
“媛媛” 等， 见到他们就非常开心。 虽
然学生们来自祖国各地， 各有各的老
家， 但科技小院所在的村庄俨然成为
了大家的新 “老家”。

2019年10月1日， 郭鑫宇和吴学民
教授、张振华教授应邀在天安门现场观
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
会以及联欢活动 。2019年11月29日 ，受
北京市委统战部的邀请，他参加了首都
统一战线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
总结分享会，并成为八位分享者之一。

2022年6月博士后出站后， 郭鑫宇
入职中国农大理学院应用化学系 。 一
方面， 他把科技小院的故事讲给学生
们听， 教导他们如何在生产一线中发
现并处理问题， 如何查阅资料、 寻求
助力。 另一方面， 虽然不用再长期驻
扎在村里， 他依然指导着黄安坨科技
小院的学生们 ， 并找机会带本科生和
研究生前往科技小院开展小学期和暑
期社会实践， 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农
业农村 ， 更好地适应生产一线生活 ，
培养学生们将所学现代科技知识用于
祖国大地的本领。

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
受到学生们的喜欢， 学生在一线了解
到很多书本上看不到、 学不到的知识，
综合素养获得很大提升。

“科学研究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我
们的这份工作真正立足于脚下的土地，
正在助力祖国农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
兴。”郭鑫宇自豪地说，能够将现代农业
科技和科学研究真正落地到农业生产
一线，看到自己做的工作真正改善了农
村农业现状，提升了农民的科技知识水
平，为村子带来经济效益，得到村民把
他们当成一家人的认可，他感到非常有
成就感。

过去十年， 郭鑫宇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一条稳稳的助农路； 未来， 他将
秉承农大 “解民生之多艰， 育天下之
英才” 的校训， 一直在科技小院事业
干下去， 继续在乡村振兴中践行科技
兴农的责任。

□本报记者 任洁

——————记记““全全国国乡乡村村振振兴兴青青年年先先锋锋””、、中中国国农农业业大大学学理理学学院院教教师师郭郭鑫鑫宇宇

在京郊深山里
他的助农路走了十年

科技小院学生指导村民学习绿色植保技术 郭新宇带新生入驻门头沟黄安坨科技小院 －在黄安坨果园
进行绿色植保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