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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背后的农学生：下田才是正经事
跟着农时跑

暑假仍在忙碌的农学生们

对于农学生而言，他们的学时都是
跟着农时跑。

在四川农业大学，到了夏天，现代农
业研发基地和动物营养研究所教学科研
试验基地，各有景致。

在以各种农作物为主的现代农业研
发基地内，静谧之间，一片葱郁。水稻连
片疯长，玉米进入完熟期，葡萄沉甸甸地
挂在架子上，大棚外守着的大黄狗见人
又吼又叫。相比之下，动物营养研究所
教学科研试验基地内就热闹许多：猪场
里进入妊娠期的母猪趴在地上时常哼
哼，鸡场里的鸡们精神饱满，来自高原的
牦牛时不时吼上一声……

即使是暑假，农学生们也需要按照
自己的课题进度，到试验基地进行采样。

“我们从事果树品质调控研究，暑假
大部分时间都要留在学校，进行试验样
品采集和数据分析。”6月28日，站在葡萄
大棚里，黄艳说。在四川农业大学果树
学专业硕博连读期间，她的研究方向一
直是葡萄品质调控。博士毕业后，她作
为蓉漂高层次人才，受聘于成都市农林
科学院，持续从事葡萄栽培技术及品质
调控相关研究。

夏季的葡萄大棚内，上午10点后温
度就要升到35℃左右。为了保证样品的
实验质量，学生们通常需要早上8点前到
试验基地，再在中午前将样品带回学校
实验室，预处理后超低温保存备用。

类似的，还有研究李子的博三研究
生肖巧、研究车厘子的博一研究生张号
楠……他们都是果树专业的学生，在大量
研究背后，一致的目标就是将各种进入千
家万户的水果，种得更好、品种更优。

如果说果树专业的学生是围着果子
转，那么，动物科学的学生则是专注于怎么
让自己的“老伙计”吃得更好、长得更壮。

在动物营养研究所教学科研试验基
地，学生们的日常基本由动物们的生活
习惯决定。

研一的钟淋是个说话细声细气的姑
娘，她的研究对象是草鱼。在室内室外
两个试验场，每天上午7点、11点，下午3
点、7点，她都要依次喂食。“草鱼胆子小，
不能受惊吓。”所以，她要轻手轻脚且准
确地将鱼食投喂到试验盘上，等鱼儿们
吃完了再离开。

研究对象为母猪的李国伟，需要根
据母猪的生产周期确定饲料配方。“我们
的目标是提高饲料的利用价值。”博士一
年级的李国伟很喜欢自己的研究方向，
特别是找到更适合的本土农副作物作为
饲料原料，“例如酒糟，我们通过实验，寻
找到以此为主要原料的最佳搭配方案，
降低养殖户的生产成本，还能让猪长得
快、长得好。”

应对“不可控”
他们在失败中一步步成长

其实，养猪种菜、喂鸡护牛，这些并

不是农学生的全部。以农学专业为例，
庞杂的门类下设植物生产、动物生产、水
产、草学等7个专业。

虽然说种田时“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但科研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一阵
突如其来的大风、一条踩过苗圃的小狗、
一场无从溯源的猪瘟，都有可能让之前
的研究重头再来。

于是，让更多不可控变得可控，也是
农学研究的目标之一。

黄艳在读博期间的研究对象是“阳
光玫瑰”，那是一种外表翠绿华丽，带有
浓郁玫瑰香味的明星葡萄。她发现“阳
光玫瑰”的果皮容易长果锈，会影响外观
品质，于是，她开始研究不同的影响因
素，寻找到更适合的栽培技术，减少果锈
的产生。

“简单来说，就是围绕怎么让‘阳光
玫瑰’更漂亮展开相关的研究。”黄艳说，
对此，她花了两年时间反复进行相关的
试验研究，沉醉于每一个微小变量能产
生的巨大影响，“果子不会撒谎，提供最
适合的生长环境，它们就会回馈以饱满
的果实。”

当然，有的不可控因素来自外部。
博士三年级的肖巧研究方向为李种

质资源高效利用，“简单点说，西南地区
李种质资源非常丰富，挖掘特异优质资

源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课题需要广泛
收集调查，因此，肖巧要跟各地的农业
站、种植户打交道。她最常碰见的就是
定好采样时间，结果等她到点再联系时，
对方提早采摘卖完了。

采样关键节点的错过，意味着她需
要再等一个李子的生长周期。但肖巧乐
在其中，“挖掘本土李资源的分布情况和
性状特性，然后再把这些种质资源进行
更好利用。”

不少人在应对这样的“不可控”中得
到成长。

最近这段时间，研究草鱼的钟淋和
同学就在忙着总结。在对上一批小鱼进
行分组时，因为没把握好力道，造成死亡
率偏高，“我们记住这次教训，正在反思
和总结，想摸索出接触草鱼时最合适的
力道，避免再出现这种情况。”

类似的，每天上午9点、下午3点，定点
为1500只蛋鸡喂食的研一学生杨启跃，
最怕的就是母鸡死亡，“因为这会影响我的
数据。”对此，她每天除了喂食，还会守在基
地看监控，让“咯咯哒”们健康长大。

心无旁骛
期待“让农业变成很酷的事”

天大地大，吃饭最大。

不管是品质更优的葡萄、李子等水
果，还是猪、牛、鸡鸭等牲畜和家禽，从产
业发展到乡村振兴，其实最后的落脚都
是一餐一食之间，是生活的幸福感。

于是，在这个兼具浪漫和艰辛的专
业里，农学生们总会收获让自己兴奋的
时刻。

万物有灵，这是动物科学的学生们
最常有的感叹。于他们而言，那些观测
对象是自己亲手养大的“伙伴”，他们和
它们彼此之间有种信任在。

研究反刍动物的赵寿培，每年都会
到甘孜、青海等地购买牦牛，然后跟车回
到基地。一天一夜的车程中，他几乎不
会合眼，隔段时间就要去看看，防止牦牛
挤在一起。头顶一簇金毛的牦牛“黄
毛”，每次他还没靠近，就将毛绒绒的头
伸出来，等着他揉上一把。

李国伟一年四季都围着母猪转。他
是个性格沉稳的人，在防控非洲猪瘟时，
直接将自己封闭在猪场圈舍，住了一个
多月。他觉得其实猪很聪明，生下小猪
仔后，如果是他去，就能顺利从猪妈妈身
边拿走。

在日复一日的记录、分析、试验中，
农学生们专注于提高饲料的利用价值。
在成百上千种原料中，调整配比，精准研
究，用庞杂的数据支撑起一份最直观的
饲料配比，最终影响到第一线的养殖和
每个人的餐桌。

对于果树学领域的学生而言，相比
于作物的开花结果，他们更喜悦的时刻
来源于真实的改变。

在科研工作中，肖巧经常会去宜宾、
宣汉等地，她每次都会将更科学高效的
种植技术交流给农户，等到来年产量真
的提高后，老乡们笑着叫她肖老师，欢迎
她随时去吃果子，“那时候，我觉得自己
真正被认可和接纳。”肖巧说。

事实上，在四川农业大学，果树学
的师生去到种植户身边并不是稀奇事。
开课堂、做宣讲，都是为了果子结得更
好，而种植户们的热情也常常让这些学
生感动。

“我们出去给农户培训的时候，他们
的学习积极性特别高，上午4个小时的
培训课程，课间他们都不会休息，而是
找我咨询葡萄相关种植问题，渴望学到
更多的知识。”黄艳常常能感受到这些
问询后的期待。她和种植户互加微信，
线上答疑解惑，渐渐地，她会下意识思
考，如何让书本上的内容变得更加生动
易懂，传达给种植户们，“比如说我们会
自己拍很多视频、图片，搜集起来，随时
分享给农户。”

眼下，盛夏的果子要忙着采样，动物
们要更小心照料。而到了秋天、冬天，他
们又会有新的重点和任务。

一步一景，心无旁骛。对于这群农
学生而言，农学的魅力、土地的魅力、收
获的魅力，都汇总成为“让农业变成很酷
的事”的期许。

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专注的人做浪
漫的事，一时一季之间，期待永不落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刘雨薇 肖洋摄影报道

▲ 黄艳在九寨

沟对种植户做技
术指导。

受访者供图

◀ 钟淋正在给

草鱼喂料。

▶ 赵寿培常常

与牦牛待在一起。

岁岁年年烟火味儿，碎碎念念人间事儿。
这个夏天，随着新闻“我的论文被谁偷吃了”的发

布，农学院再次登上热搜。在各种短视频里，农学生们
的“倒霉事儿”总是格外引人瞩目：辛苦种植的小番茄植
株遭“毒手”；满校园追赶实验的猪牛；养了很久的蝴蝶
好不容易有了突变的结果，一开笼子，飞走了……

虽然农学生们有很多“苦恼事”，但也体会到了更多
的乐趣，有网友感叹“这才是真正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有人在这样的围观中感受到了属于农学生的热情
和梦想，更看见了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于是，在高考

志愿填报中，关于农学专业的搜索逐年升高。
这个夏天，四川农业大学博士生肖巧往返于田间和

实验室。她说，“农业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几代农
学人的传承努力，才能让一类作物在高产优产上向前一
步。这个过程，更多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并不是想
象中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块自己的田地。作为农学生，
他们在田野中体会着万物生长的快感，在养殖中将“端
牢饭碗”具象化，在耕耘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流量背后，
下地才是他们最看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