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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成果转化  助力乡村振兴
盖广成

（通河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黑龙江 哈尔滨 150900）

摘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加快成果转化，推动传统企业、产业升级，带动群众走上脱贫致富道路，助力农业科技发展，成为社会、

学校和相关人员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阐述成果转化的实施背景，分析果蔬基地建设情况，总结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乡村振

兴取得的成效，介绍未来打算，将持续通过转化农业科技成果，落实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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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

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9 年通河县被教育

部确定为第四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示范县，为进一

步发挥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的示范引领功能，

推进助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我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认真学习

方针政策、努力探寻服务方式，以乡村振兴战略七大内容之一“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为出发点，从乡村

振兴五个方面之一“乡村生态振兴”出发，“落实生态发展理念，

实施农业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广无土栽培果蔬种植技术，助

力乡村振兴。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形势下，社会对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和

推动下，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相关人员可转化农

业科技成果。当前，大众已经认识到农业技术成果对农业生产的

促进作用，提高了农业科技转化的重视程度。但是，从整体角度看，

农业科技转化成效有待提升。

一、 项目背景

（一）设施蔬菜肥料农药双减，推广无土栽培技术

长久以来我国设施蔬菜化学肥料和农药过量施用严重，大水大

肥成为生产中的常态，由此引起的环境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严重威胁我国设施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专家指出，为了解决这

一现状，大力推进蔬菜化肥提效、农药减量控害，积极探索产出高效、

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蔬菜产业发展之路的技术之

一就是智能温室蔬菜生产的无土栽培精准水肥供应与调控技术。专

家认为，设施蔬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及区域性减施增效模式先

进、经济、实用、高效，将有力促进我国设施蔬菜产业化的发展。

通过双减模式应用，促进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升。

（二）绿色果蔬增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无土栽培技术是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作物栽培的新技

术。作物不是栽培在土壤中，而是种植在溶有矿物质的水溶液（营

养液）里；或在某种栽培基质中，用营养液进行作物栽培。只要

有一定的栽培设备和一定的管理措施，作物就能正常生长，并获

得高产。由于不使用天然土壤，而用营养液浇灌来栽培作物，故

被称为无土栽培。

跟传统的农耕种植相比，无土栽培的蔬菜不仅节地节水节肥、

投资小、产量高、生长周期短，而且整个种植过程无农药、无病虫害，

是真正的绿色、无公害、无污染食品，深受消费者青睐，已成为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市场上对绿色环保食品的巨

大需求，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得无土栽培生产者、开发者倍

受鼓舞，给无土栽培行业的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建设情况

（一）完成基地建设

2019 年，我校投资 183 万元，新建智能温室 2160 平方米。

2020 年，投资 117 万元，购置了无土栽培设备材料，建成设

施农业生产技术专业智能温室作为校内实训基地，采用基质栽培、

水培和雾培技术进行了多个果蔬品种的种植实验，均取得了成功。

（二）实现产品开发

我校智能温室使用椰糠、草炭土和珍珠岩汇合基质与玉米秸

秆、松针和牛粪汇合基质两种基质栽培技术与水培技术，采用鱼

菜共生水系配制水培营养液，现实验种植 6 大类 20 余种无土栽培

果蔬。

1. 蓝莓葡萄和金手指葡萄使用玉米秸秆、松针和牛粪汇合基

质，无肥无药，产量大、营养价值高，是类果品中的佼佼者，被

誉为葡萄中的蓝宝石。

2. 四季草莓、久久草莓和各种瓜类采用椰糠、草炭土和珍珠

岩汇合基质，使用多层立体双面种植架进行栽培，合理利用了空

间达到了增产增收效果。

3. 锦绣黄桃、金秋蜜脆和软枣猕猴桃采用椰糠、草炭土和珍

珠岩汇合基质，使用控根器进行栽培，打破了传统的果树栽培方

式 ，根系健壮，生长旺盛，形成了“可移动的果园”。

4. 花生柿子、菇娘柿子、铁柿子、草莓柿子和圣女果柿子等

番茄类，采用椰糠、草炭土和珍珠岩汇合基质，使用无土栽培专

用布袋栽培，每株番茄用一条塑料绳吊蔓，上端固定在温室骨架上，

可达到 2-3 米高度。无土栽培番茄产量很高，可比土壤种植的产

量高几倍甚至十几倍，且色泽、口感更佳。

5. 三角梅、绣球花、石竹等花类采用椰糠、草炭土和珍珠岩

汇合基质，花期长、花色鲜艳。

6. 蔬菜类目前主要实验种植了生菜、芹菜、苦苣，采用雾培

箱栽培，产量高，生长期短，无农药化肥，绿色健康。

（三）创办创业公司

我校智能温室为设施农业生产技术专业实训基地，学生学习

并参与无土栽培种植，掌握无土栽培种植技术，同时我校与县内

多个农产品企业、农村合作社建立了校企全战略伙伴关系，能够

互通技术与产品服务，因此我校响应国家提倡中职学生创新创业

号召，正在创办田园众创无土栽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推广无土

栽培技术，带动农户增产增收，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田园众创无土栽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学校设施农业生产技

术专业智能温室实训基地为依托，以“公司 + 农业企业（合作社）

+ 农户”为生产链，以“门店 + 互联网”为运营方式，对校企合

作企业的多家农村合作社进行无土栽培技术培训与指导，以扩大

无土栽培种植农户队伍、扩大田园种植面积，帮助农户生产销售

无土栽培的有机健康果蔬产品；利用微信、快手等电子商务平台

和门店销售我校及农户生产的葡萄、草莓、番茄、瓜果、花卉等

多种无土栽培产品；同时也为企业销售大米、野生菌类产品、蜂

产品、松子、榛子等坚果类农副产品。

田园众创公司理念是“有机健康，众创众赢”；宗旨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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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健康的果蔬产品，推广无土栽培技术，和广大农民一起打造

绿色、有机、健康、高产的绿色田园综合体，创业筑梦，惠农富农，

扶困助贫，振兴乡村。

公司战略前期目标是一年内完成产品研发种植实验，总结经

验、改进技术；利用门店和微信、快手进行销售市场初体验，县

域内销售学校智能温室研发实验产品及学校果园葡萄园产品，扩

大人们对无土栽培产品的认知度，建立销售网络；调查、统计县

内现有塑料大棚数量、面积、种植品种、使用情况。

公司战略中期目标是在第 2-3 年，预计培训、指导农户改造

无土栽培塑料大棚 10 个，帮助购买设备、种苗等；构建“公司 +

企业（合作社）+ 农户”运营网络对农民进行无土栽培果蔬种植

新技术培训，指导种植，代销产品，实现初步盈利；进行拓展运营，

以本县为中心城市，向周边县城拓展批发销售业务，扩大销售网络。

公司战略远期目标是在第 4-5 年，培训、指导农户改造、建

设无土栽培大棚 20-50 个，建设钢架智能无土栽培大棚 5-10 个，

指导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品种；产品形成规模，营销范围向外辐射，

拓展至周边一线城市的批发市场；延伸业务模式，实现直营管理

模式和订单管理模式相结合，实现全省、全国范围内的拓展应用，

预计达到最佳盈利阶段，实现利润理想化目标。

公司计划在 5 年内，稳定技术、建立成熟的运营模式，创新

产品、打造品牌，将无土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县，将无土栽培有机

产品销售到全省、全国；公司将发展成为一个由本地到线上、由

单一到集约型的公司。

（四）开展对农培训 

我校作为县内培训基地，常年承接市职教社、县内农业部门、

人社部门、统战部、劳转办等部门的各类新型农民培训、农村实

用型人才培训、扶贫脱困培训、返乡农民工培训等培训任务，为

实现“乡村振兴，科技赋能”，我校计划在各级各类培训中加大

无土栽培果蔬项目培训力度，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资源，增加培训

人次，为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技服务等提供指导和支持，为

乡村振兴事业贡献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

2021 年 9 月 29 日，我校在市委统战部和县委统战部大力支持下，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统战部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助力乡

村振兴，充分发挥职教社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优势，与市职教

社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天的“助力乡村振兴·温暖工程职业技能县市行”

培训班——通河县设施农业无土栽培种植新技术线上培训班。

三、取得成效

（一）果蔬种植大丰收

2021 年，我校设施农业无土栽培技术实验种植取得了丰硕成

果，秋季收获蓝莓葡萄 5000 斤左右、锦绣黄桃和中秋蜜脆桃 300

斤左右、番茄 2000 斤左右、蔬菜 500 斤左右。预计到年末，草莓

产量将达到 2000 斤左右，番茄产量增加 500 斤左右，栽培花卉

300 盆。

（二）首期培训圆满成功

首期线上设施农业无土栽培技术取得圆满成功。上午由我校

高级农艺师马洪涛老师在智能温室中以实物为直观教学媒介，为

学员详细讲授了葡萄、蓝莓、番茄等无土栽培的技术与方法，解

答了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下午我校高级讲师刘从胜老师为学员

进行了理论知识讲授。

此次培训共有 467 人参与其中，高峰时 342 人同时在线。学

员们在认真观看视频，认真听讲并记笔记，视频过程中积极参与

互动，与授课教师进行交流。学员们通过参培训，增长了见识、

学习了知识，对无土栽培技术有了充分的了解。培训结束后，学

员们纷纷表示获益良多，仍意犹未尽地在微信群里进行探讨交流。

此次培训是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

也是深入推进市委统战部实施的“千企联千村带万户”扶贫行动、

助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又一重要部署，

为扩展农民增收渠道，发展现代化农业和智慧农业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方向。

（三）创业计划入选国赛

我校学生的“田园众创无土栽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业项

目成功入围第五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复赛，并被推

荐参加国赛。

四、未来打算

（一）无土栽培技术实现成熟化

努力提高无土栽培技术水平并全技术成熟化，加大智能温室

无土栽培设备投入，增加无土栽培果蔬实验种植品种，提高果蔬

产量与质量。

（二）创业公司实现运营目标化

实现田园众创无土栽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目标，争取 5

年内，稳定技术、建立成熟的运营模式，创新产品、打造品牌，

将无土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县，将无土栽培有机产品销售到全省、

全国；公司将发展成为一个由本地到线上、由单一到集约型的公司。

（三）对农培训实现最大化

我校将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中积极谋划新工作、拓展新

局面，充分利用我校智能温室无土栽培果蔬的每一个种植不同品

种、不同生长栽培时期，加强设施蔬菜无土栽培技术培训，使培

训人次达到最大化，使培训效果达到最佳。

发挥品牌效应，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围绕“培训谁”“培训

什么”“怎么培训”“由谁培训”等核心问题，着力找准路子、

力争取得最佳培训效果，为培养自主创业或再就业的新型农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出积极贡献，成为

党和政府“帮助脱贫人口实现稳定就业”新途径，使农民将所学

的新知识、新技术运用到实践中去，依托本地特色优势资源，科

学地发展无土栽培经济，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实现“学得会、

种得好、卖得好”，为服务通河县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四）经济效益实现多元化

除去种植生产功能以外，无土栽培种植智能温室内丰富的种

植品类还具有相当的观赏价值，非常适合研学和旅游活动，学生

和游客可以在这里参观新的种植技术、学习植物相关的科普知识、

体验种植采摘的乐趣。因此，我校还将把无土栽培智能温室打造

成集精品农业、生态旅游、文化休闲为一体的大型农文旅游综合体，

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我校将立足县乡村的实际情况，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

育作用，发挥我校设施农业无土栽培技术优势，打造培训品牌，

大力推广无土栽培果蔬种植技术，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通

过无土栽培技术，努力打造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

发展新格局帮助更多农民过上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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