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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个小院 带一个产业 富一方百姓

　　□本报记者 董梅雪

　　在海青镇龙泰茗家庭农场里，有一处彩钢建造的简易房，300平方
米左右的空间内摆放着各种炒茶机器，屋后就是大片茶田。这个看似貌
不惊人的简易房，却聚集了10位专家、教授等农业人才，是海青茶农信
赖的“研究所”——— 海青茶山科技小院。
　　何为科技小院？顾名思义就是“科学技术+农村小院”，高校师生和
科研院所技术人员前往农家小院，从事科学研究、服务“三农”工作。近
年来，国家提倡将科研生产一线搬到田间地头，让“象牙塔”和“泥土地”
交融互济。一个院落、一间农舍，科技小院不仅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前沿
阵地”，更孕育着发展现代农业的无限力量。
　　“从去年起，新区就积极探索新型科技小院建设模式，坚持‘科研专
业+特色产业+合作项目’，推进乡村振兴科技小院建设，把科技小院打
造成新区乡村振兴工作的田间地头课堂、技术传播阵地、项目研发基
地。”西海岸新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殷宝勇说。目前，新区已建成1个国
家级科技小院（琅琊鸡科技小院）、4个区级科技小院（青岛蓝莓科技小
院、田园宝山蓝莓科技小院、砖刻文化科技小院、海青茶山科技小院），
另有11个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正在申报中，并已通过省相关部门审批。
　　11月20日，记者走进海青茶山科技小院，看科技小院在助力乡村振
兴上如何大显身手。

张续周（左二）在科技小院查看新采摘的茶叶。

  西海岸新区积极探索新型科技小院建设模式，坚持“科研专业+特色产业+合作项目”，
把科技小院打造成助推乡村振兴的田间地头课堂、技术传播阵地、项目研发基地———

目前新区已建成1个国家级、4个区级科技小院，11个正在申报中

　　谈及科技小院的使命，海青茶山
科技小院首席专家，青岛职业技术学
院茶叶研究所所长、教授张续周说：

“助力实现农业产业兴旺、乡村人才
振兴、乡村文化繁荣，是科技小院成
立的初衷。海青茶山科技小院成立至
今，我们坚持提供从新品种栽培、种
植技术推广到新茶加工、茶旅融合的
全产业链服务。”
　　11月8日，西海岸新区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推介系列活动走进深圳，
生于山水灵韵之地的海青绿茶，以其
鲜爽醇厚的“高鲜”风味，香飘四方。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茶叶研
究所专家审评海青绿茶后，评价其

‘清香、味浓、耐冲泡，品质优于南
茶’。”张续周说，“然而，这种评价适
应于任一绿茶，为此，我们通过实验
测试及数据支撑，为海青绿茶提炼出

‘高鲜’风味，这一高端绿茶的‘名片’
可以让海青绿茶的品牌更加立得住、
叫得响。”
　　海青茶山科技小院成立以来，在
专家团队的带领下，选育“北茶36”

“东方紫婵”“北茶99”等茶树新品种。
除了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应
用，张续周还带领团队针对海青茶叶
产业瓶颈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制定栽
培技术规范，积极指导龙头企业创建
标准化示范基地，提升了茶叶产业的
科技含量。
　　今年，海青茶山科技小院在张续
周的带领下，结合海青砂质壤土特
性、现代养生需求创新红茶加工工
艺，研制出一款色泽红黄明亮、香气
高、回甘快、滋味浓、耐冲泡的“海青
花果香”红茶，让海青红茶汤色更加

“红亮”、滋味更加“醇厚”，并制定了
《海青花果香红茶加工技术规程》。

　　海青龙泰茗家庭农场经理刘洪
美40岁入行做茶，从一名普通的家庭
妇女，成长为海青镇人人称道的“土
专家”。刘洪美告诉记者，在她寻找人
生新赛道的路上，科技小院的专家们
是拓路者，也是引路人。
　　“张教授，我这刚种的茶苗怎么
存活率不高啊？”“张教授，您尝尝我
刚炒的新茶味道怎么样？”……张续
周每次到科技小院，刘洪美都像一个
勤学好问的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跟
教授学习的机会，张续周及团队专家
也都倾囊相授，深入田间地头为茶树

“把脉问诊”，为茶农答疑解惑。
　　去年年初，刘洪美种了一片从南
方采购的新品种茶苗，栽培时全部按
照该品种的种植技术，空气温度、湿
度也符合要求，但茶苗的存活率却不
尽如人意。刘洪美多方查找原因，还

是不得其解。“有一次，我跟科技小院
专家胡建辉教授聊天时说起此事，他
告诉我，茶苗栽培还与地温密切相
关，也就是土壤的温度。”了解到这个
知识后，今年，刘洪美又重新栽种了
一片茶苗，如今，茶树正茁壮生长。在

不断的学习与摸索中，刘洪美成长为
一名科技农民，当起了科技小院的

“田间老师”。
　　“这正是科技小院的另一个重要
使命。”区科协副主席卜瑕说，“小院
虽小，但它依托高校的科技与人才，

解决了乡村振兴的大问题——— 使科
技人员与农民零距离，使科技与农村
零距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
　　种地的茶农普遍年龄大，靠经验
种茶，不愿意改变，怎么办？靠搞培训
活动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再进行科技
推广宣传，是科技小院常用的办法。
田间课堂、农民培训、微信公众号推
送科技文章和短视频……基于农村
和农民实际，科技小院的专家们创造
出形式多样的农技推广方法。
　　科技小院就像播种机，把农业新
技术的种子撒播开来。今年以来，科
技小院组织开展了“海青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从海青红茶品质形成，谈花
果香红茶加工实践”“高鲜绿茶基础
培训”等十余场技术培训科普讲座及
田间课堂，累计800余名种植户参与
活动，辐射带动周边镇街茶农增产、
提质、节本，提升了茶农的科学素质、
技术水平。

　　近年来，新区科协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积极发挥枢纽平
台作用，深化科技人才资源和产业紧
密对接，大力推动科技小院建设。紧
扣地方产业，以当地农业主导产业、
特色产业、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为导
向，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是新区科技小
院最鲜明的特色。
　　“在科技小院建设中，我们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新区农业部
门、高校、科研单位一起，结合新区特
色产业产品，努力实现‘建设一个小
院、入驻一个团队、辐射一个产业、示
范农村一大片’的效应，更好地助力
乡村振兴。”卜瑕说。
　　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现如今，科
技小院在西海岸遍地开花。截至目
前，已建成的科技小院涉及茶叶、蓝
莓、琅琊鸡等产业，包括1个国家级小
院和4个区级小院。此外，已向中国农
技协申报的11个科技小院正在审批
中，引进涉农高校院所专家81人，开
展合作项目47个，涉及酵素、兔、美国
山核桃、海参、马铃薯、甘薯、雪花牛、
绿壳蛋鸡、食用菌、农业大数据、防护
林质量提升等特色农业产业，技术服
务覆盖农、林、牧、渔业。
　　目前，新区各科技小院正广泛开
展科技创新、科技推广服务，助力产
业发展，并在乡土人才培养、农民素
质提升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
同时，在科普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区
科协围绕新区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
业领域，组建了助力乡村振兴科技志
愿服务队，吸纳120余名科技专家志
愿者参与，目前已开展活动90余次。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
的总抓手，科技小院是促进乡村振兴
的新载体、新引擎。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在‘农业、农村、农民’上下功夫，为
乡村振兴送人才、送技术、送政策，激
发乡村振兴新活力。”殷宝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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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海青茶品牌立得住、叫得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