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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维 ! 社区版

农户眉眼间的幸福
!月中旬，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成永旭来到

了江苏省金坛区。渔业技术人员、龙头企业和
养殖户代表也早早坐到了会场。成永旭给他
们带来了中央关于“绿色、生态、安全、高效”
的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理念，讲解了什么是河
蟹可持续养殖技术，并详细说明了河蟹养殖
模式现状、养殖产业存在问题、河蟹产业发展
趋势、高品质河蟹养殖技术、蟹类品质评价和
营养调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培训。

而在头一天的科技服务过程中，他已先
后与江苏省常州市指前镇政府、金坛河蟹龙
头企业及养殖户代表进行了座谈，在水草种
植、河蟹均衡上市、河蟹功能性饲料研发和使
用、水质管理、品质提升、河蟹体内二恶英和
重金属的来源及去除等方面回答了农户们的
提问，并给出了具体建议，就一些技术难点和
一线人员进行讨论。

与此同时，他的同事、上海海洋大学水产
与生命学院院长谭洪新教授，带领教授博士
服务团第八分团来到四川省级贫困县开江
县。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开江县建立以“鱼
虾蟹蚌共生养殖模式”为主体的开江稻渔综
合种养新模式。

此前，分团负责人马旭洲教授已多次前
往到开江县开展科技服务。在上海海洋大学
与开江民生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推动下，
开江县水产养殖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两年时
间内，共发展了河蟹、小龙虾等特种水产养殖
面积 "#$万亩，成功注册“开江小龙虾”地理标
志商标。今年开江县预计特种水产养殖总产
值达 "#$亿元左右，净利润 %#&$亿元以上。

!月上旬，教授博士服务团第四分团前往
江苏苏州，开展大口黑鲈养殖技术服务。此次
教授博士服务团主要任务是在苏州推广大口
黑鲈的科学养殖模式，引导当地养殖户合理
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户的鲈鱼养殖经济

效益。服务团在渔业工作人员陪同下
考察了当地大口黑鲈养殖基

地，听取养殖户在
养殖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给出科学的指导和合理
的建议。

同样，其他服务团的成员，分别在江苏、
浙江、安徽、云南、贵州等地，为养殖户带去了
更多的知识和建议。他们通过基层调研、回答
提问、技术培训、现场指导、座谈互动、合作对
接等形式，解决了养殖产业中的实际问题。在
每次服务的过程中，他们都会发现，一些农户
愁眉苦脸地来，当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得到解
答后，他们眉头上的结都舒展开了。

扎根乡村迎来累累硕果
!月正值高温天气，也是河湖最易爆发蓝

藻的时间。!月底，为了摸清上海市崇明岛河
道水体的生态健康状况，为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提供数据支持，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博
士服务团第五分团到崇明岛开展了为期两天
的河道水体调查服务。

通过两天的实地走访，服务团从养殖企
业拿到了水产养殖业的第一手资料，向养殖
企业和养殖技术人员推广了最新的养殖技术
及养殖理念，加强了与一线从业单位的交流
沟通，共同合作探索水产养殖业的未来发展
方向。此次科技服务，不仅为校企“产、学、研”
方面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水产一流
学科的建设与提升贡献力量。

同样在 !月，上海海洋大学与四川开江
县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共同努力加快“开
江小龙虾、开江大闸蟹”等特色水产发展步
伐，确保到 "%""年开江县特色生态水产养殖
面积达到 '%万亩，综合产值突破 $%亿元，力
争成为四川特色水产第一县、中国西部虾蟹
之都和全国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县，引领推动
开江加快创建为“全省乡村振兴先进县”。
在服务过程中，教授博士服务团也了解

到水产养殖产业中的存在问

题和技术需求，为相关技术成果转化、技术
服务和科技合作等奠定基础，有利于产学研
深度融合，提升了水产一流学科的社会影响
力和行业贡献度。同时，通过实地走访、面对
面交流，服务团师生感受到了水产科技成果
的需求和转化的紧迫性，进一步了解水产养
殖中的实际需求，并为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今年是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博士服务团的
第 '$个年头，教授博士服务团是宣传党的方
针和政策的服务团，不仅考验教师的教学科
研能力，也考验教师的服务社会能力。服务团
活动实现了与一线从业者交流沟通，解决生
产难题、获取一线资料的目标，将继续传承和
发扬我校教授博士服务团的光荣传统。同时，
在和不同水产从业者的沟通交流中我校教师
团队得到启发，有利于推进科研与产业融合，
拓展和提升我校水产一流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和辐射带动能力。

让更多人行走乡村
暑假实践社团王语同认为：“青年学生需要

多走出校门，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不能局限在书
本中而脱离现实，乡村大有可为！”"%'(年，
上海海洋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以“壮丽 !%年，汇
聚青春梦”为主题，面向全日制在籍本科生和
研究生，注重点面结合，从“有字之书”到“无字
之书”，引导学生扎实上好“行走的课堂”。自今
年 &月份暑期社会实践启动以来，经实践通识
课程、学生申报、学院初审推荐、立项培训、校内
路演、校内宣讲、立项答辩等环节，学校确立 '"

支校级国情社情观察团、')支校级社会调查团
队，'支海外学习观察团（日本），&'支学院立项
团队。项目成员涵盖本科生、研究生近 )%%余
名，指导教师 $%余人，实践地点覆盖江苏、浙
江、安徽等 '*个省、市、自治区。

而教授博士服务团的成员由实践经验丰
富的老教授、科研思想活跃的中青年教师、研
究生和本科生等组成，通过“跨学科融合”“老
中青教师”和“本硕博学生”组团等方式，让不
同学科背景的教师交流与合作，不仅加速了
水产养殖学科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和产教
融合，让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乡村，共同走在
乡村振兴的路上。

在四川开江县开展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服
务中，还邀请了浙江大学王岩教授参加此次
科技服务活动，探索跨校协同服务新机制。

上海海洋大学今年的教授博士服务团共
(个团队，由 &个水产专业团队、$个特色团
队，以水产与生命学院为主，联合食品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教师共同开展，深入基层一
线，为企业和用户解决生产实践难题，切实解
决老百姓的困难。服务团主要通过与对接单
位座谈调研、实地走访基层现场，与一线从业
者交流沟通，解决生产难题，与企业进行技术
成果对接等方式进行暑期服务。

自 "%%$年上海海洋大学首次组建党员
教授服务团，赴全国渔业科技示范县江苏高
淳渔区开展科技服务以来，学校第 '$年在暑
假期间组织有关方面的教授和博士，由党员
带头，通过组建科技服务团或校地党建联建
的形式下到农业生产一线为农民服务，足迹
遍及上海、江苏、安徽、浙江、辽宁、云南、贵
州、四川、陕西、宁夏、新疆和西藏等多个省市
自治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已形成“扎
根中国大地，瞄准渔区老区，促进校地合
作，深化产教融合，在科技服务和
精准扶贫中传播‘红色基因’，
彰显一流特色”的党建
和服务理念。

上海海洋大学师生为乡村振兴做贡献

做扎根乡村的一颗!钉"

“最困难的时候也许是长时间
坐车转车的疲惫，也许是骄阳下走
着泥泞的土路，也许是暴雨中挨家
挨户敲门收集问卷，也许是交流中
难懂的方言!!但我们想为乡村振
兴出一份力！”作为暑假实践社团的
一员，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
院学生刘远昊这样说。

刘远昊只是一根扎根乡村的
“钉”。在这个酷暑，上海海洋大学近
800名师生，无论是本科生、研究
生，还是教授，他们或组成暑期社会
实践团，或加入“教授博士服务团”，
迈出了步伐，他们或沿着水产前辈
的足迹，或另辟新路，以坚实的步
伐，行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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