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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田间地头建起的首府田间地头建起的““科技小院科技小院””不一般不一般
●本报记者 武子暄 文/图

内蒙古和林奶山羊科技小院以规模化、集约化、
标准化为建设方向，依托内蒙古盛健羊乳集团，大力
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加快形成
一条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奶山羊产业链。目前，小
院正在开展奶山羊选育工作，以提升未来奶山羊种群
带来的经济效益。

为解决生产中的一系列问题，小院首席专家、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刘国世带领研究生协助盛健员工
在各羊场进行妊娠检测，并进行奶山羊精液冷冻技
术应用、指导与培训等。刘国世对记者说：“科技小
院是农民的大学、学生的课堂，是农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摇篮，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也是实现乡
村振兴现代化强国的主战场。作为教师的我，不仅
要立德树人，也需和学生们一道，积极投身到科技
小院的科研推广、乡村振兴中去，为祖国畜牧业的
发展增色添彩。”

“不知不觉间来到小院已经近三个月，记得刚开
始因为语言不通，我和小院的工作人员交流起来还比
较‘吃劲儿’，经常得听上两三遍才能明白个大概意
思，有时候甚至是完全听不懂的，有一次，实验室寄的
实验耗材快递到了，我接到配送员的电话，交流了大
半天都没听明白他配送快递的地点，最后还是找了一
位小院的大叔与他交流才将快递拿到手，不过现在好
了，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基本的交流已经没有太大
的障碍。”采访中，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尹德朋
向记者分享了他在内蒙古和林奶山羊科技小院发生
的“有意思的事儿”。

尹德朋说，从最初的茫然到现在逐渐适应并喜欢
上这片土地，渐渐地开始融入这里，对他来说也是一
次成长，今后将继续学习专业知识，及时了解掌握更
前沿的实验方法，尽快找到自己想要研究的方向，尽
自己所能帮助小院做一些工作。

科技小院的建成，也为当地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该小院管理负责人、内蒙古盛健羊乳集团办公
室主任王忠华告诉记者：“在发展奶山羊养殖产业的同
时，我们积极探索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标准化
羊场16处，奶山羊8万只，同时推动饲草料订单种植，
每年可为和林格尔县农民提供稳定的养殖收益。”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内蒙古盛健羊乳集团在和林
格尔县域内持续开展“公羊助农捐赠”系列行动，截至
目前行动已开展35站，精准扶持和林格尔县及周边26
个村600余户村民，累计捐赠6000余只小公羊。同时
还派遣专业人员进行跟踪饲养服务，活动现场对农民
进行羔羊养殖方法培训，分享养殖经验，指导农民科
学养殖。后期还可协助农民销售适龄育成羊。计划
到 2023年底，捐赠公羔羊数量达到 10000只，用于带
动周边农民提高经济收入，拓宽生产门路，全力支持
乡村振兴。

目前，我市有科技小院4家，分别为内蒙古和林奶山羊科技小院、内蒙古武川乌骨羊科技小院、内蒙古武川藜麦科技小院、内蒙古武川燕麦科技小院。争取年内新增科技小

院6家，目前各旗县区都在积极申报中。通过科技小院“筑巢引凤”，上联科研院所和各级专家，下接生产一线，通过技术转化吸引有实力的企业，从而延长产业链，推动当地产业

发展，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今年以来，市科协依托科技人才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大学等6所院校的知名专家教授担任首席专家，各旗

县区科协大力支持配合积极开展科技小院申报工作，全市申报送审的科技小院有19家，申报企业几乎覆盖了农牧业种养殖各个领域。

“这点小雨下得挺好，有利于种子出芽，为今年的
燕麦丰收奠定了基础。”5月24日，在位于武川县上秃
亥乡的燕谷坊集团有机燕麦试验示范基地，内蒙古武
川燕麦科技小院的师生刚刚结束了燕麦播种工作，就
赶上了一场小雨，大家的心情格外舒畅。

燕麦作为武川县的传统产业，有了科技的加持，
让农业产业化焕发出勃勃生机。2022年，内蒙古武川
燕麦科技小院获批建设，建设单位是内蒙古农业大
学，共建单位是中国农业大学和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
科学院，依托单位是内蒙古燕谷坊生态农业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该小院首席专家、内蒙古农业大
学农学院副院长赵宝平教授作为国家燕麦荞麦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充分利用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
术体系和内蒙古农业大学燕麦科技创新团队的人才
优势，安排博、硕士研究生入驻科技小院，引进了34个
国内优质高产燕麦新品种开展品种比较试验，计划筛
选出适宜武川县种植的燕麦新品种。

上周三，坐落在上秃亥乡口子村的内蒙古武川
燕麦科技小院正式揭牌，来自内蒙古农业大学的 2名
博士研究生和 3名硕士研究生正式落地实验基地，同
时也开始了校企合作共同种植 154亩燕麦的播种工
作。揭牌仪式现场还举行了燕麦机械化播种现场观
摩会，记者了解到，今年，小院引进了国家燕麦荞麦
产业技术体系机械化岗位专家刘立晶研究员的燕麦
宽幅匀播精量播种机和免耕播种机械，开展了燕麦
宽幅匀播精量种植技术和免耕旱作保墒技术的试验
示范，为提高武川县燕麦机械标准化种植水平提供
新型技术模式。

“其实我们的研究生在这里做实验已经很多年
了。”赵宝平告诉记者，每年燕麦播种季，内蒙古农业大
学的师生都会过来进行指导和服务。目前，入驻小院
的5名研究生均在开展燕麦品种和种植技术方面的研
究和示范工作，并开展燕麦种植技术培训和科普示范。

“自从来到科技小院后，我特别喜欢与村民交流

燕麦种植经验，很多老年人凭借多年累积下来的种地
经验，常常让我受益匪浅。”就读于内蒙古农业大学作
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业的博士生李嘉豪说，科技小院
让他得到了锻炼，实现了成长，“比如上秃亥乡口子村
村民陈富是老燕麦种植户，一直采用粗放式的种植模
式，靠天吃饭多年，经济效益不高，今年，我们在和他
了解沟通后建议更换燕麦抗旱新品种以提高产量，他
当即购买了我们推荐的新品种，一下子就种植了70亩
燕麦。”

建立一家小院，带动一个产业，辐射一片乡村。内
蒙古燕谷坊生态农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推
广“企业+科研单位+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和小额订
单方式，向农户发放内蒙古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推广
的燕麦新品种并签下种植订单，订单收购价高于市场
价 30%以上，调动和保护了农户种植燕麦的积极性。
如今，武川县燕麦签约农户接近10000户，燕麦种植面
积约40万亩，燕麦产业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

细雨绵绵的午后，胚胎移植专家任俊光来到内蒙
古武川乌骨羊科技小院，带领技术团队人员在草原乌
骨羊胚胎移植室内开展乌骨羊胚胎生产工作。而在
不远处的乌骨羊育种基地，成群的种羊正在自由活
动。

内蒙古武川乌骨羊科技小院是 2021年我市首次
申报获批的两个科技小院之一，位于武川县大青山乡
大兴有村，以内蒙古农业大学生物高新技术为依托，
以研究生扎根农村和生产一线为主体，以企业为支
撑，以合作社、养殖大户、农民为重点，以牛羊种畜的
繁殖、胚胎及冷冻精液的生产销售为主要内容，进行
家畜胚胎移植、腹腔镜人工授精等技术的推广应用。

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的任俊光，
师从被称为“世界试管羊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旭
日干学习胚胎移植技术，现任内蒙古草原乌骨羊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从2015年首次发现世界濒危物
种“乌骨羊”，并成功引进 29只进行保种提纯扩繁，到

目前已扩繁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黑色乌骨羊核心种群
3000只，冻精 3.5万支，胚胎 6000多枚，通过提纯选育
后的乌骨羊具备“黑毛”“黑皮”“黑肉”“黑骨”“黑内
脏”五黑特征。研究测定，乌骨羊体内富含黑色素、蛋
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极高的
养生进补功效和经济价值。在他和团队成员多年的
共同努力下，乌骨羊变成了“致富羊”。多年来，任俊
光坚持打造民族品牌，从中国物种到世界名种，立志
要将草原乌骨羊培育成走向全世界的中国自主优良
畜牧品种。

本着自身发展不忘家乡群众的初心，公司大力推
广养殖乌骨羊杂交品种扶持农牧民实现增收致富。
连日来，在武川县上秃亥乡五家村养殖大户王俊清的
院子里，10只“与众不同”的种公羊时不时发出“咩-
咩”的叫声，它们就是来自内蒙古武川乌骨羊科技小
院的草原乌骨羊种公羊。

此前，科技小院向五家村养殖专业户提供了总价

值 12 万元的乌骨羊种公羊 10 只免费使用，用于繁育
高品质乌骨羊杂交羔羊，并与农户签订养殖回收合
同，高于市场肉羊价格20%回购杂交羔羊。王俊清从
事养殖业近 20年，得知村里要开始推广草原乌骨羊，
作为科技特派员的他大力支持，因村里的其他农户养
殖规模较小，场地不符合相关标准，需要重新规划棚
圈，加上对乌骨羊的生活习性也不了解，王俊清具备
管理条件，有场地、适应性强，所以村里把新领回来的
种公羊暂存在他这里，待其他农户对养殖场地优化完
后进行分发。

“村里常驻户有 500多户，养羊的占了将近一半，
草原乌骨羊肉质好价值高，所以想在村里推广，目前
已经登记的有14户，还没有最终确定。”该村党支部书
记霍金柱对记者说，有科技小院这个坚强的后盾，以
后在养殖上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请教专家
了，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周到的农技服务，养殖户的
心里也有底了。

“这个液体地膜就是一种加入了胶原蛋白、土壤
保水剂、除草剂和表面活性剂的高分子材料，直接喷
洒在耕地土壤表面即可和表层土壤结合在一起，形成
一层保水保墒的生物降解膜。”在武川县西乌兰不浪
镇东后河村村民王国明的耕地里，液体地膜喷施作业
正在进行，内蒙古武川藜麦科技小院的专家、内蒙古
蒙农藜麦产业研究院院长、武川“三区”人才郭占斌与
小院研究生张锦豪等人忙得不可开交。

今年的土壤墒情好于往年，武川县藜麦提前进入
播种期，科技小院的师生们深入田间地头，就春耕过
程中的覆膜保墒播种技术进行指导，向农户科普新型
地膜的优点，为实现科学种植、精准管理保驾护航。

这是王国明第一次认识液体地膜，地膜的喷施作
业也吸引了众多农户关注。据张锦豪介绍，液体地膜
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是一种生物降解膜，一段时间后，膜

会自动降解，变成腐植酸肥料，有利于土壤团粒结构的
改良。相较于传统地膜，液体地膜无污染，喷施作业效
率高，达到农业增产增收、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

2022年，内蒙古武川藜麦科技小院在东后河村正
式落成，引进国家、自治区、市县科研人才加快藜麦良
种攻关，从种子品质基因出发，解决藜麦在种植过程
中产量低、易倒伏的问题，并从覆膜、下种、保水保墒、
田间管理、收获等生产全过程给予手把手的指导。充
分利用授课、田间地头观摩、科普活动等多种方式，向
产业带头人开展科技创新培训、农业技术指导，向农
民普及科学技术、提供技术服务。

小院有露地生产和日光温室及实验室等栽培育
种设施，为科研研究和试验示范及项目实施提供便利
条件，同时为学生提供实践教学基地。也就是从那时
起，来自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

研究生张锦豪开始了“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特别之
旅，一篇篇亲手记录的研究日志让他感觉到知识正在
这片沃土中生根发芽，“与农民同吃同住共劳动，在田
间地头开展作物遗传育种研究，为农民答疑解惑，让
我真正感到自己的专业是有多么重要。”张锦豪告诉
记者，近期他们已经开展理论培训和技术指导 10余
场，接下来将继续开展藜麦新品种选育和自交纯化等
工作，把好生产源头的关键“芯片”。

为了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科技小院师生在
推广农业科技的同时，以土地做黑板、把作物当教材，
积极实施示范项目，对农户开展实地跟踪指导，通过
科技小院的示范引领，成功带动了农民种养殖理念转
变、农牧业生产提质增效，促进了农民收入提高。
2022年，武川县仅西乌兰不浪镇就种植藜麦3万亩，不
少农民因此增收致富。

应用燕麦宽幅匀播精量播种机开展试验示范

草原乌骨羊

学生们正在观摩羔羊养殖情况

师生正在藜麦田间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