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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2023年隆冬時節的南疆，

片片棗園已經悄然 「休眠」，然而在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實驗室內，卻是一片熱火朝天的忙碌場

面。作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新疆和田策勒縣紅棗實驗基地的一員，在農閒

時節抽空回到學校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林學院鄧文凱碩士研究生，正忙着把新疆

紅棗實驗基地帶回來的一批樣本，做室內試驗和數據分析。奮鬥是青春底色，吃苦奉獻

是成長階梯。鄧文凱笑言，棗園能 「休眠」，人可不能閒。團隊在新疆推廣棗寬行栽

培模式及其栽培關鍵技術應用於64萬畝棗的種植中，增加綜合效益2.7億元以上。

青年自討苦吃田間地頭讀
駐紮南疆棗區 創新栽培增效2.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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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駁加拿大外國干涉報告：賊喊捉賊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記

者于海江、王欣欣哈爾濱報道：侵
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簡稱 「731
部隊」 ）罪證陳列館4日公布一批
新檔案，名為七三一部隊本部《身
上申告書》，記錄着二戰後52名
731部隊隊員的詳細信息。專家認
為，這是研究731部隊的重要一手
史料，對於深化日本細菌戰研究意
義重大。

「 『身上申告書』 就是 『個人
情況申報事項表』 。」 侵華日軍第
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研究人員金
士成說。檔案共69頁，是研究731
部隊規模型制、人員流轉、協同犯
罪、戰後軌跡和戰爭責任的關鍵證
據。

《身上申告書》顯示，在1949

年12月進行的伯力審判中，除12名
被公開審判的戰犯外，731部隊隊
員江木義郎、小關重雄均被判處25
年有期徒刑，這在以往研究中不曾
披露。

此外，研究證實731部隊與
516部隊存在人員流轉情況。 「他
們分別是日本實施細菌戰和化學戰
的大本營。此次發現隊員平川義人
在1945年從516部隊調入731部
隊，這說明他們的合作非常緊
密。」 金士成說。《身上申告書》
顯示，有4名隊員曾以軍屬學生的
身份，被送往偽滿國立哈爾濱醫科
大學進行為期3年的 「醫學培
訓」 。 「這是日本軍政醫學協同培
養少年兵的關鍵信息，再次證明實
施人體實驗和細菌戰是日本軍國主

義自上而下、有組織、有預謀、成
體系的集團犯罪。」 侵華日軍第七
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
說。

據悉，這份檔案是在日本國立
公文書館檢索到的，經多次溝通交
涉，於2022年徵集回國。

侵華日軍731部隊再添新罪證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加拿大

「外國干涉」 公共調查委員會調查專員5月3
日發布初步報告，再次老調重彈，污衊中方
干涉加內政，抹黑 「中國是加拿大面臨的最
持久、最老練的外國干涉威脅」 。中國駐加
拿大使館發言人當天回應指出，中方對此表
示堅決反對和強烈不滿；同時強調，所謂
「中國干涉加內政」 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謊
言。

使館發言人強調，中方一貫奉行不干涉
內政的原則，沒有興趣也從未干預加內政。
加某些政客競選失利不從自身找原因，卻熱
衷於甩鍋給中國。這種做法既不公平、也不
道德，只能讓世人進一步看清其自私無恥的
面目。

使館發言人指出，該調查報告充滿意識
形態偏見，邏輯不清，證據不明。報告中指

責中方時最常用的均為 「可能」 「或許」
「潛在」 等似是而非的詞語。報告稱有關結
論主要來源於所謂 「情報」 ，同時又表示
「情報並不能證明事實，報告提供的信息並
不一定都經過證實或全面評估」 等。這種自
相矛盾的表述根本經不起任何推敲，完全是
在刻意蒙蔽誤導公眾，極其不負責任。

使館發言人說，長期以來，加方在台
灣、涉疆、涉藏、涉港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
問題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明裏暗裏縱容支
持分裂活動，破壞中國安全穩定。這些都是
清清楚楚、有據可查的事實。誰才是外國干
涉的受害者一目了然。

使館發言人重申，中方敦促加方不要再
玩倒打一耙、賊喊捉賊的把戲，尊重事實，
摒棄意識形態偏見，立即停止對中方的無端
攻擊抹黑。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
館研究人員金士成展示《身上申告
書》。 受訪者供圖

2009
年，中國

農業大學在河北省曲周縣探
索成立科技小院，把研究生派
駐到農業生產一線，在完成知
識、理論學習的基礎上，研究
解決農業農村發展中的實際問
題，培養農業高層次人才，服
務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目
前，全國已建設1800多個科
技小院，覆蓋31個省份和新
疆生產建設兵團。

10多年來，科技小院的
學生們 「自找苦吃」 ，走
進鄉土中國深處，把課堂
學習和鄉村實踐緊密結
合起來，譜寫了一首
新時代大學生的奮鬥
之歌。

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

科技小院

這群科研青年 讓世界矚目
有一群青年，他

們與數據為伴、與文
獻為友，以對科學的熱愛和對知識的渴望，
在科研道路上勇攀高峰。今年是五四運動

105周年，新時代新征程上的中國新
青年展現出奉獻擔當、自信自強的新

風貌。記者走進科研青年的日
常，聆聽他們的青春故事。

山東大學焦家考古學生
創新團隊成員劉蒙，目前為

博士二年級學生。其所在
的焦家考古學生

創新團隊以
焦家古城研
究為核心
統領，確
立了黃河
下游年代

最早、結構最完整的史前古城，有力實證了
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他對青年朋友們說，
作為新時代的青年應該戒驕戒躁，不怕吃
苦，平衡好實踐與學術研究的關係，同時心
懷 「國之大者」 ，真正做到 「把論文寫在祖
國大地上」 。

山東大學空間科學與物理學院博士研
究生王進是攀登團隊極區電離層磁層耦合與
探測課題組的組員。該團隊研製的微型化朗
繆爾探針載荷已於2024年1月23日搭載微小
衛星順利升空。王進認為，青年科研工作者
要肩負起時代的使命，在青春的賽道上奮力
奔跑，投身強國偉業。

科研青年的日常雖然忙碌而艱辛，但
他們從中感受到了科研的樂趣和價值。他們
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為人類科學事業貢獻
自己的力量，書寫屬於青年的精彩篇章。

中新網

科技小院走出國門
推廣至亞非國家

科技小院
的由來可以追

溯到2009年。時任中國農業大
學資源與環境學院院長張福鎖
帶着師生走出校園，把課堂和
實驗室搬到河北曲周的田間地
頭，和農民同勞動，零距離、
零時差、零門檻、零費用的解
決生產實踐問題。當地農民
說： 「你們把科技帶到我們農
家小院，不如就叫 『科技小
院』 。」 據國家教育部消息，
全國已有157個研究生培養單
位積極參與，牽頭建設了1800
多個科技小院，覆蓋31個省份和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科技小院還
走出國門，已推廣至老撾和非洲
11國，連續三年被聯合國糧農組織

作為重點案例向全球推廣應用。
在非洲東南部，馬拉維共和國

2000多萬人口中約80%屬於小農戶，這
裏主要作物玉米的畝產不到200公斤。

2019年，中國農業大學開辦中
非科技小院班，培養青年科技人
才。去年11月，馬拉維新建3個
科技小院。目前，中非科技小院
班已為10多個非洲國家培養了
72名農學類研究生。當地農民表
示： 「希望 『小院』 幫助我們種
出更多糧食。」 不僅在非洲，西
北農林科技大學還牽頭成立 「絲
綢之路農業教育科技創新聯
盟」 ，已有18個國家的106所科
教單位和企業加盟。

大公報記者李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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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文凱(右)
在和田紅棗試驗
地測量駿棗葉色
值。

受訪者供圖

◀西北農林科
技大學林學院碩士

研究生鄧文凱(左一)與
團隊成員張莹(左三)和
當地維吾爾群眾交流
棗樹種植。

受訪者供圖

▲北京農學院學生在科技小院
進行土壤樣品處理。 新華社

科技 「高
大上」 ，小院 「接
地氣」 。2009年，中國
農業大學在河北省曲周縣創建
全國第一個科技小院——白寨科技小
院。創建科技小院的初衷，是想把農業專業學位
研究生派駐到農業生產一線，以 「零距離、零門
檻、零時差、零費用」 的 「四零」 模式，為農民
提供科技培訓和服務，切實研究解決農業農村發
展中的實際問題。最開始，科技小院主要幫扶農
戶進行種植技術更新和升級，是1.0的精準幫扶模
式。後來，小院增加了助力脫貧攻堅的工作，助
推產業興農，升級到2.0產業扶貧模式。如今，小
院接續和升級脫貧攻堅中的經驗，為鄉村全面振
興貢獻力量，是3.0模式。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推廣科技小院模
式，鼓勵科研院所、高校專家服務農業農村。這
是 「科技小院」 首次被寫進中央一號文件。科技
小院模式推廣，吸引越來越多科研院所、高校加
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是其中之一。2021年，西
北農林科技大學在陝西省咸陽市涇陽縣成立涇陽
蔬菜科技小院，服務咸陽3個縣、17家示範園區。

新疆是中國紅棗主產區，棗樹是當地農民
「搖錢樹」 。然而品種結構單一也成為新疆紅棗
生產中存在的嚴重問題。2012年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新疆昌吉現代農業試驗示範站正式成立，從此
一批批青年科技工作者及學生，接續、圍繞新疆
紅棗產業開啟了一段田間地頭的 「讀研」 之旅，
更唱響了一曲激揚奮進的大漠棗鄉青春之歌。

自己成「沙人」 儀器不能進一點沙
2021年，鄧文凱跟隨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研

究員、中國知名紅棗專家韓剛開展紅棗研究，
2022年6月，他隨團隊一行來到新疆和田策勒縣紅
棗實驗基地開展研究。作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和
新疆當地政府共建的科研基地，這裏主要承擔着
南疆棗種質資源創新篩選利用，以及栽培模式和
關鍵技術的創新研究與示範推廣等任務。

與鄧文凱一起來到新疆和田策勒縣紅棗實驗

基地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青年學子們，大多20歲
出頭，駐點期間，他們全程參與到棗園的各個生
產環節。面對時不時便來 「搗亂」 的沙塵暴，這
批學生們，一把扯下衣服便罩在儀器上。團隊成
員張瑩說，自己可以被沙子裹成 「沙人」 ，但寶
貝儀器絕對不能進一點沙。

雖然辛苦，但是科研數據卻逐漸積累起來。
「把知識帶到天地裏面來學，把實驗做在新疆和

田的大地上，把試驗成果帶給當地的老百姓。」
最令鄧文凱開心的是，日復一日的相處，讓當地
果農逐漸意識到科學種植的重要性。他們對科技
的需求變得迫切，總想再多學一點。

「農民笑臉 就是最大動力」
團隊摸索創建了適應機械化作業的南疆棗寬

行栽培模式。該模式採取隔行、隔株間伐，調整
株距和行距，降低栽植密度，更加通風透光，提
高單株營養利用率，並實現大部分的機械化操
作，便於管理，減少投入、降低病蟲害。

在新品種、新模式和關鍵新技術應用的
共同加持下，團隊在新疆推廣棗寬行栽培模
式及其栽培關鍵技術應用於64萬畝棗的種
植中，增加綜合效益2.7億元以上，帶
動了當地紅棗栽培技術的提升。

「 『七月鮮』 紅棗，不僅果形好、味
道佳、產量高，也是我們果農增收
的主要來源。」 去年9月紅棗收穫
季，在新疆昌吉、石河子、伊犁等
紅棗主產區，提起西北農林科
技大學團隊培育的 「七月鮮」
紅棗新品種和新種植方式，棗
農交口稱讚。 「農民豐收
的笑臉，就是我們勇往直
前的最大動力。青春力量
會 在 這 裏 接 續 奮
鬥。」 談起未來，團
隊每一位年輕成
員滿懷信
心。

全球推廣

奉獻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