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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袁学校 2024年野红色垣冶博士团暑期专业实践活动共 27支队伍袁500余名研究生袁奔赴怀化尧常德等地开展调查研究尧人才培训尧科技服务等工作袁各博士团实践团队将学习科研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袁切实用科学技术服务农业袁走进乡土中
国深处袁在野自找苦吃冶的过程中练就兴农本领遥 学校暑期博士团专业实践活动已连续开展 24年袁活动从野小切口冶入手袁以野教学作合一冶的教育理念为牵引袁紧扣野三聚焦尧三坚持冶袁用好校地资源袁着力构建高效尧实用尧开放的实践教育体系袁打造野行走的课
堂冶袁引领师生在基层实践中做奉献尧长才干尧解民生尧治学问遥

8 月 21日至 28 日袁 东方科技
学院 45 名大学生志愿者前往益阳
市河坝镇袁开展了为期八天的野三
下乡冶社会实践活动袁针对当地实
际和特色开展爱心支教尧 调研走
访尧法律宣传尧文艺晚会等多种形
式的志愿服务活动袁引导和帮助广
大青年学生到基层去尧 到农村去袁
受教育尧长才干尧作贡献遥

野绘织冶童心美梦袁
激发童趣创造

作为湖南省青少年儿童健康
中心合作高校袁服务团在爱心支教
活动中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技能优
势袁 针对 100 名 6 至 12 岁的小朋
友袁开设了趣味语文尧数学等基础
课程袁舞蹈尧篮球和科学实验等多
元化的特色课程袁同时还开展了防
溺水尧防性侵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和
消防演习遥 为弘扬袁隆平精神尧推
动科学教育普及袁志愿者创新教学形式袁运用稻穗等道具向小
朋友们展示种子的艰难研发过程袁 带领小朋友深入了解袁隆
平院士的崇高精神遥 志愿者表示袁未来支教的课程将以更活泼
的形式尧更广泛的参与尧更丰富的内容呈现遥

走入农村调研袁助力乡村振兴
野三下乡冶活动期间袁志愿者走进基层尧深入一线袁徒步 11

个村庄和两个社区袁完成了 400 余份调研问卷袁走访了大闸蟹
和稻米两个产业遥 对当地的基层治理情况尧 农村产业发展情
况尧农特产品种植销售情况尧老年人和留守儿童生活情况进行
走访调研遥 通过走进田间袁走入农户袁志愿者充分利用所学专
业知识袁在实践活动中传播先进文化袁服务人民群众袁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遥

宣讲法律知识袁助力法治建设
志愿服务团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法律志愿服务活动袁 志愿

者围绕法律法规知识尧 公共权益以及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现场宣讲遥 邀请专业律师为当地老人送
来野银铃反诈袁智享晚年冶的安全知识公益讲座曰针对当地小朋
友开展野同心为爱袁法护未来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讲座遥 志愿者

还同律师一起走村入户袁现场开展家庭婚姻尧务工尧债务及土
地纠纷等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袁帮助居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袁
增强当地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遥

举办文艺晚会袁丰富文化生活
学院与河坝镇合力搭建文化展示平台袁举办野耶河爷你相

遇袁践行青春冶三下乡文艺晚会遥 晚会由志愿者尧当地老人和支
教小朋友共同参与袁志愿者精心编排的歌舞尧双簧尧T 台秀等
节目袁充分展示当地文化特色袁丰富乡村文化生活遥 歌曲叶我有
一个梦曳袁小朋友抑扬顿挫的朗诵袁轻盈飘逸的舞姿以及志愿
者手握稻穗声情并茂的合唱袁 无一不体现对袁隆平院士的怀
念与敬仰遥 舞蹈叶指路明灯共产党曳袁老人们用扇子舞展现了移
风易俗后的乡村新风貌袁弘扬了社会正能量袁提振了人民的精
气神遥 最后袁全体志愿者的合唱叶强国一代有我在曳将晚会气氛
推向高潮袁为本次三下乡活动画上圆满句号遥

院党委书记肖化柱表示袁 青年大学生要把青春奋斗融入
党和人民的事业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遥 尤
其作为农业院校的大学生袁要勇担时代责任和使命袁锚定建设
农业强国目标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袁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和高质量发展遥 渊罗慧 唐严霞 周可盈冤

东方科技学院院深入基层一线袁干几番大事业

初夏时节的溆浦县桥江镇章池村袁屋顶的小青瓦袁
大堤旁的成荫柳树袁错落有致的果蔬袁平坦宽阔的石子
路袁潺潺的溪流袁俨然一幅天然的山水画遥 章池村桃园
里袁果香四溢袁芬香扑鼻袁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野章冶担
当公益实践团成员正认真聆听着章池村副书记黄贻军
讲述着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尧果蔬产业融合发展的故事遥

野村子里有将近百亩的黄桃园袁但由于缺经验缺技
术袁 我们的桃果品质还有待提升袁 加上销售渠道不通
畅袁我们的好桃子没办法跟大家分享啊浴 冶黄贻军望着
满园的桃树既欢喜又无奈遥 学院院长喻鹏教授带着同
学们下地野把脉冶发现袁村民们采用的纯天然肥料只能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桃树的正常生长袁 桃树旁边的杂草
可通过可降解技术转化成肥料袁提升土壤质量遥 另外袁
近段时间持续的强降雨袁加上高温高湿的天气袁土地出
现了严重的板结袁可能导致桃树根系缺氧袁吸水吸肥受
阻影响生长发育袁 同学们对桃园的土壤尧 水质进行取
样袁带回实验室深度检测后再进行详细指导遥

野章池黄桃袁甜甜蜜蜜噎噎冶镜头前袁两位同学正热情地跟
网友们介绍黄桃袁生动的讲解尧有效的互动袁吸引着顾客们争
先购买袁不仅如此袁章池村党总支部书记陆勇也加入了同学们
的直播队伍袁热情地回答着弹幕的各种问题袁现场随机拆箱验
桃尧试吃袁三天五场直播袁助农直播队伍已经帮忙售出了 2000
多斤黄桃浴 直播结束后袁同学们还为章池村村干部尧章池村种
养扶贫专业合作社人员尧果农代表等进行电商直播培训袁将技
术真正交到大家手上曰并制作了黄桃宣传手册尧设计了黄桃品
牌 logo袁改进了黄桃包装设计袁帮助村民拓展多渠道宣传新模
式袁树立品牌意识袁不断做强特色产业遥

在章池村村委会议室袁学院师生与村干部尧村民代表们围
坐一起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服务群众袁为美丽富裕乡村建设添
砖加瓦曰在中心小学袁同学们为村里的小朋友们带来了一场生
动有趣的化学知识科普小课堂袁 看着手中变幻着五颜六色的

试管袁孩子们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曰在辰溪县石牌村袁同学
们奔走于小巷小道袁挨家挨户与村民们话家常袁进行村集体经
济调研袁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袁正是该村集体经济多
元化和规模化经营的最好见证遥

野在这里我收获了很多第一次袁第一次直播尧第一次教学尧
第一次真正地下田地...... 这些美好的回忆是我人生中一次宝
贵的经历袁我希望能够为当地产业发展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浴 冶
团队成员莫雪颍边抹着汗湿的头发边开心说道遥

临别之际袁村民严丽娟来到师生集合点袁递上了一封感谢
信遥 野......过去几天袁老师同学们与村民一同下地摘桃尧一同挑
选尧打包尧发货袁辛苦大家了......冶几行歪歪扭扭的文字袁却道出
了师生们与村民们之间的浓厚情谊遥 短短五天的同吃同住尧同
劳同作袁不仅从实操实干中帮助村民在致富路上出谋划策袁更
加深了同学们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了解袁 种下了助力乡村振兴
的种子遥 渊庄淑贤 王山冤

化学材料与科学学院院多渠道帮扶袁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7 月 11 日至 13 日袁人文与外语学院暑期野三下
乡冶赴怀化洪江市袁开展野稻香润学袁文旅兴乡冶主题
活动袁以传承和弘扬袁隆平院士科学家精神袁助力怀
化乡村振兴遥

在杂交水稻发源地安江农校纪念园袁 成员们追
忆袁隆平院士在此工作与生活的足迹袁 感悟袁隆平
院士野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冶的伟大精神和野把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冶的责任与担当遥在讲解
员的带领下袁 大家深入了解袁隆平院士带领团队攻
坚克难研究杂交水稻的艰辛历程袁感受野一粒种子改
变世界冶的伟大力量袁传承并立志弘扬袁隆平院士的
科学精神和爱国精神遥

野三下乡冶成员唐子棋说院野此次参观袁让我对农
业科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袁我将更加努力学习袁毕业
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讲好中国故事袁 传承好袁隆平
院士的精神袁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冶

在洪江市安江第二完全小学袁野三下乡冶 成员们开展了文
化交流活动袁大家创设剧课堂袁通过剧情演绎的形式袁将学校
农业院士们一辈子扎根农业的故事和学校深厚的农耕文化氛
围传递到孩子们的心田遥 安江第二完全小学五年级渊3冤班的向
远航同学激动地说院野湖南农大老师们给我们讲的课好有趣袁
不仅让我知道了辣椒是怎么种的尧怎么长大的袁也让我知道了
我们国家种植辣椒的厉害袁让我更加耶椒爷傲了遥 冶

在黔阳一中高一渊1冤班上袁成员们用英语给同学们讲述了
农作物野向下扎根袁向上生长冶的生长规律和中国粮食安全的
有关知识袁并鼓励同学们要像农作物一样袁脚踏实地尧勤奋努
力袁在知识的海洋中汲取养分尧茁壮成长袁同时更要心怀理想尧
志存高远袁为实现农业强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遥

一行人还深入洪江古商城和黔阳古城袁开展研学活动遥 他
们用英语和日语分别讲述洪江古商城野七冲八巷九条街冶的市

井风情尧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唐朝诗人王昌龄在黔阳古城
留下的野一片冰心在玉壶冶的高尚纯洁品质袁拍摄英语和日语
短视频袁以期通过不同语言的宣传袁让更多的中外友人了解洪
江古商城袁了解黔阳古城袁了解湖南和中国袁也让古城焕发出
更加璀璨的光彩袁让当地经济更加繁荣发展遥

此外袁他们还前往龙田村袁与村干部尧村民们深入交流袁了
解当地的语言习惯尧文化习俗尧经济状况以及发展需求袁并积
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遥 大家纷纷表示院野三天的研学和社
会实践活动袁 让自己对袁隆平院士的科学精神有了更深的体
会袁也让自己对农业尧农村有了更多的了解袁学到了很多书本
里面学不到的知识袁回到学校后袁要更加努力学好语言袁学好
专业知识袁努力用自己的语言特长讲好乡村故事袁讲好湖南故
事和中国故事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遥 冶

渊李毅 郭滨 刘燕娟冤

人文与外语学院院弘扬科学家精神袁助力乡村振兴

暑假期间袁 资源学院博士团在学院
党委副书记彭湘奇尧 副院长谢桂先的带
领下袁前往靖州铺口鸿福养殖场尧杨梅种
植基地以及排牙山林场金秋梨种植基地
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技术指导遥

在国家水稻产业体系的支持下袁博
士团来到了靖州铺口鸿福养殖场袁 谢桂
先教授针对养殖场的实际情况袁 详细讲
解了粪污水肥固定化处理的技术要领袁
并指出该技术对于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和
增强农业肥力的重要性遥同时袁为进一步
增强靖州杨梅这一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的产品质量袁扩大其市场影响力袁学院博
士团针对杨梅大棚高温高湿影响杨梅甜
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袁 并提出了安
装水帘系统进行降温除湿的解决方案遥

正值季夏袁 在金秋梨生长的重要时
期袁 博士团针对农户们普遍关注的病虫
害防治和枝干管理问题袁 进行了实地考
察和技术指导遥 特别是针对大果翅蝇和
金秋梨枝干苔藓过多的问题袁 博士团对

其 进 行 了
深 入 的 技
术 探 讨 并
建 立 专 项
研究小组遥

深 化
产 学 研 用
结合袁支持
乡 村 基 层
农 业 高 质
量发展袁提
升 乡 村 农
户 种 植 技
术能力袁是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资 源
学院推动优质科技资源下沉尧 助力乡村
振兴工作的又一关键行动遥 资源学院有
关负责人表示袁 将继续做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袁 充分发挥农业院校的专业优势
和创新潜力袁 在技术帮扶和科技下沉等

方面野下真功夫冶袁打造扎根基层尧科技落
地尧产研一体化的农业发展新格局袁确保
农户广泛受益尧大幅增收尧共同推动美丽
乡村的快速建设遥

渊李曦 向荣冤

资源学院院推动优质科技资源下沉 助力乡村振兴

7月 17日至 18日袁 植物保护学院
副院长刘双清和省植保植检站相关负责
人袁赴平江县尧华容县尧临湘市开展农业
救灾补损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控调研指
导遥调研组到临湘市江南镇看望在野临湘
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科技小院冶 驻点的 3
名研究生袁 了解科技小院建设与科研任
务进展情况袁 带领研究生支农小队深入
大豆玉米和水稻种植基地袁 开展减灾补
损及野双抢冶技术服务遥

在科技小院的种植基地袁 支农小队
通过实地察看尧走访农户尧与基层农技人
员交流等方式袁 详细了解灾后生产恢复
与农作物改种需求尧 晚稻播种育秧与备
用秧苗准备尧病虫害发生防控等情况袁提
出近期持续高温干旱袁 旱粮作物要适时
引水抗旱保产袁 对脱肥的田块要喷施叶
面肥或根部追肥曰抢收早稻抢插晚稻袁在
7月 20日以前能够播种的稻田袁尽可能
通过野倒种春冶改种生育期较短的早稻品
种袁增加用种量袁重施基肥曰7月 20日以
后才能播种的稻田袁可改种秋玉米尧蔬菜
等其他作物遥 刘双清建议加快恢复农业
生产袁需要改种的要根据种植制度尧市场
需求尧天气变化和季节时令袁选择适合本
地种植尧生育期适宜尧综合性状好的优良
品种袁因地因时制宜开展改种袁确保改种

丰收曰同时
要加强田
间管理和
病虫监测袁
做好玉米
螟尧草地贪
夜蛾尧大豆
龟蝽尧稻飞
虱尧稻纵卷
叶螟等病
虫害的防
控袁努力实
现以减损
保稳产促
增产遥

7月 6
日袁科技小
院师生在种植基地提出了灾后复产复建
系列技术建议袁 使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玉
米植株倒伏和叶片失绿缺肥得到明显好
转袁 目前除了有几处水田洪水还未完全
消退外袁其余的种植田块总体长势良好袁
田间基本无病虫杂草袁有望获得丰收遥

野双抢冶期间袁种植户们忙于收割袁收
割机每天能收割早稻几十亩袁晚稻育秧尧
整田尧插秧尧施肥和施药基本实现了机械
化袁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袁高科技尧高效能尧

高质量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元素不断升
级袁赋能产业发展遥这让科技小院的研究
生感慨颇深袁在野双抢冶的忙碌中真切感
受到了科技的强劲力量袁 表示将进一步
投身科技小院生产实践袁 不断提升专业
技能素养袁 把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紧密
结合起来袁 把所学专业知识服务于产业
兴旺袁为农作物病虫草害的控害保安尧为
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遥

渊刘双清 刘磊 黄运友冤

植物保护学院:科技服务解民忧袁助力农产品丰收

暑期“三下乡”专版

暑期袁 机电工程学院博士团赴怀化
市开展 野助力武陵山区旱粮生产机械化
博士团三下乡冶暑期专业实践活动遥湖南
省旱粮产业体系装备岗位专家尧 我校党
委委员尧副校长谢方平袁我校研究生工作
部等相关负责人现场指导遥

沅陵县属山区大县袁座谈会上袁沅陵
县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沅陵县旱粮产
业基本情况和农机化发展现状遥 博士团
成员针对沅陵旱粮生产全程机械化的薄
弱环节袁 以旱粮机械化生产提质增效为
目标袁从专业的角度发表了建设性意见遥

在湖南省旱粮产业技术体系湘西
渊怀化冤试验站旱粮试验示范基地尧溆浦
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试验示范基
地袁 博士团与当地技术人员就旱粮机械
化生产和农机农艺融合技术进行了深入
交流探讨袁 听取了旱粮机械化生产过程
中存在的堵点问题和旱粮生产机具研制
的迫切需求遥

摸清野症状冶尧找准野症结冶袁才能野对
症下药冶遥为进一步了解沅陵县旱粮作物

机械化生产
关键环节技
术缺口与机
具 缺 口 情
况袁 摸清当
地对旱粮作
物全程机械
化生产的期
望和需求 袁
学院博士团
分别走进沅
陵 县 百 合
村尧 马底驿
村尧 文昌坪
村等地开展
实地考察调
研袁为旱粮机械化生产野把脉开方冶遥

根据调研情况袁 博士团初步分析了
限制沅陵县旱粮机械化生产的痛点堵点
问题袁 针对当地旱粮作物种植过程中农
机与农艺不配套的问题袁 现场提出农机
修改建议和农艺改进方案曰 针对高粱人

工收获晾晒后含杂率高的问题袁 提出了
系统解决方案遥 在调研走访过程中袁湖南
农业大学农机系主任季邦还向当地农户
现场传授了旱粮作物机艺融合尧 农机具
维护与保养等农业生产技术遥

渊褚鑫玲 王安琪 刘伟明 田圣杰冤

机电工程学院院助力武陵山区旱粮机械化生产提质增效

机电工程学院博士团调研沅陵县旱粮机械化生产痛点

7月袁环境与生态学院惠乡博士团师
生一行 25 人来到湖南省溆浦县水东镇
溪口村袁在田间地头野问诊把脉冶袁开展实
地调研与技术帮扶袁助力产业升级遥

野村集体这片 142亩的种植结构调整
区效益不佳袁不知道如何改善钥 冶溆浦县
溪口村村支书贺友仁说遥 专业教师邓潇
针对该区域玉米长势差袁大豆矮小袁杂草
茂密等问题袁提出可推广野双油冶轮作模
式袁即夏季种植油葵尧花生袁冬季种植油
菜等油料作物袁并进行秸秆离田化处理遥
博士团还在田间安装农情监测设备袁持
续监测土壤和大气质量变化袁 为农田改
良和农业生产提供支持和帮助遥 博士团
成员也对区域的土壤和植株进行取样袁
为产业规划提供科学数据和合理建议遥

在千亩油茶基地考察现场袁 王华教
授建议降低油茶树种植密度袁 采用精细
化管理提高单产曰发展林下经济袁通过林
草尧林药尧林牧尧林禽等形式袁增加农民收

入曰 以食用
茶油产品为
主体袁 拓展
茶油保健 尧
日用化妆 尧
有机肥料等
衍生产品生
产袁 加快油
茶特色生态
观 光 园 建
设袁 实现油
茶一尧二尧三
产业融合遥

团队指
导老师吴磊
带领博士团
前往稻虾种
养基地开展技术帮扶工作遥 喻超和李奎
博士针对 野种苗选育冶野水质优化冶野底质
改良冶等关键问题展开了现场培训遥 团队

还进行了环境调查和样品采集袁 指导养
殖户优化日常生产管理遥

渊曹琛 周一敏 李佩环冤

环境与生态学院院田间地头野把脉冶惠乡助农

环境与生态学院博士团对溆浦县土壤和植株进行取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