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乡村振兴中磨砺成长 
——巍山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的实践 

 
 

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位于大理

州巍山县庙街乡添泽村委会，2022 年 10 月完成服务站

建设和授牌运行。由于云南农业大学、巍山县烟草公司、

巍山县农业农村局等共同建设。服务站以巍山县产业发

展技术需求为导向，组织院士及其团队与本地研发人员

开展联合研究，研究重大理论、方法，研发重大新技术、

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

导产品品牌；开展产业发展及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引进

院士及其团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共同进行

转化和产业化；与院士及其团队联合培养科技创新型人

才。运行以来开展了粮烟协同促进粮食增产、“1+3+N”特

色产业发展促进县域等项目工作，投入师生 100 多人近共

1200 多天，投身乡村振兴大潮中，社会服务与科研、人才培

养、社会实践结合一批师生得到锻炼成长。 



 

1.立足社会行业重需求，培育科研项目  

    烟草是云南重要的财政来源，常年种植 600 万亩以

上，在烤烟生长后期能套种粮食作物将会增加复种指数

增加粮食收入，稳定粮食安全。刘雅婷教授由此成功申

报了国家烟草专卖局重大专项《粮烟协同烟玉套种轮作

饲麦作物生产优质烟叶关键技术应用》以及《基于粮烟

融合一体化的西南高原生态区绿色防控综合治理技术研

究与应用》，在云南省主要烟区开展工作，有力助推了

粮食安全。、刘第博士也获批了相关项目，云南农业大

学师生成为了稳定粮食安全重要的力量。在项目实施中

为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保证。  

2.技术推广用用  

    依托院士工作站以及《粮烟协同烟玉套种轮作饲麦



作物生产优质烟叶关键技术应用》进行了《2023 年万亩

粮烟协同发展试验示范项目》，在巍山推广烟草套作玉

米等作物，2022 年推广 1 万亩、2023 年推广 6000，主

要突出烟草套作作物的经济效益，以鲜食甜玉米为主采

用“农户+企业”模式提高产品价值实现收入增加。巍

山县烤烟生产“一县一品”，种植特色烤烟品种“红花大金

元”，打造高原“红大”特色、优质品牌烟叶，已经具有一

定的烟叶品牌影响力。从 2023 年 4 月开始至 10 月 10

日，派出 2020 级烟草本科共 6 位本硕士同学参与巍山农

民院士科技服务站的粮烟协同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

的田间试验，较好地完成了毕业生产实习和本科论文。  

3.科技星火火传播  

组织师生走村入户到生产一线开展科技宣传，2023

年 7 月 22-24 日，云南农业大学生物多样性进村入寨科

普小队一行 15 人到巍山开展活动。该小队由云南农业大

学植保学院和烟草学院师生组成。杜广祖、吴道慧、刘

林、李佛琳老师分别进行了《生物多样性与农业病虫害》

《瓢虫与蓟马多样性》《烟草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技术》

了《烤烟生产技术要点》专题讲座，同时科普小队布设

展出了病虫害图版、实物标本、田间现采的玉米和烤烟

烟叶病害标本，。活动受到当地群众好评没尤其是参与

学生在服务中加深了专业知识、感受了社会使命。  



 

    4.社会实践  

利用院士工作站的专业优势和当地的革命传统资源，

组织师生进行社会实践和红色主题教育。2023 年 7 月 21

日至 23 日 ,由云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訾鼎淳老师带领的

“微光致远”三下乡社会实践队一行来到巍山县农民院

士科技服务站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学习。团队先后考察了

翁家丫口革命纪念馆、南诏博物馆和文华书院 ,来到巍山

庙街各村实地考察了烟粮协同示范种植基地和大田实验

地，参与了生物多样性科普活动。老师和学长学姐们一

起，到田地间了解当地种植农作物的各种病虫害与烟草

种植的相关情况，并采集了典型的病虫害样本带回院士

科技服务站进行实物展示。在一系列交谈中，实践团同



学烟粮协同有了全面了解，并且对与专业实践密切相关

的烟草种植、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等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让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具体化，实现实践和理论的

紧密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