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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2017-07-27）：农林大学子携手企业助力“新农人”搭上互联网快车

7 月 20 日至 26 日，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科学指导用药实践队前往泉州和漳州，就当

地茶叶农残现状，科学指导农民用药，并围绕“互联网+”主题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

“96%的农业生产方案都是农民自己解决的，90%的农民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所以经常会

有农药残留超标的问题。”泉州市德盛植保的总经理颜禧童向队员们介绍了目前的农业生产及农

药使用情况。此外，队员们还与颜禧童就农药“互联网+植保”服务平台进行了交流。

通过调查了解到，农资市场上农药店的销售人员因为缺乏

相关专业知识，导致乱配药、乱用药的现象产生。目前国家正

在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解决农药残留问题迫在眉睫。实践队

来到当地农村供销合作社，深入了解并指导农民科学使用农药。

目前人们对于农药的误解依旧存在。很多人相信有机蔬菜

的安全性高于种植过程中使用了农药的蔬菜，但实际上如果不

使用农药，很多蔬菜由于受到外界因素的刺激，可能产生毒性

更强的自身代谢物质。实践队通过实地走访了解情况并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农药店缺乏植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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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人员已是普遍现象，药剂的使用存在着诸多问题，科学使用尚未完全做到。

农林大学子表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农药使用的观念也需要随之进步。他们将与相

关企业联手充分利用“互联网+植保”技术服务平台，助力广大农民朋友们在广阔的农业病虫防

治天地中大展身手。

农林大东源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清零”环境整洁行动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志愿者，只要找到适合的服务领域，”志愿者缪宇钦满头大汗地说道，

“看到村子一点一点变得美丽，感觉棒极了。”7月 26 日上午，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的大学

生参与式社区营造实践队组织志愿者在东源村开展村庄环境卫生清零行动。

今夏以来，福建农林大学“三下乡”实践队在东源村先后

开展了环保清洁文明劝导、教学广场舞、科普宣传、趣味游园

等一系列志愿、娱乐活动十余次，均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

累积招募村民志愿者近 30 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我们想要把志愿服务意识和回报社会理念带给村民，让

每一个正在成长的青年都有一颗志愿服务的心。”活动组织者

陈子骏如是说。在队员的努力下，实践队在东源村成立了志愿

者服务队伍，共有志愿者 17 人，其中 6人参与到清零活动中。

本次“学雷锋，爱环境”清零活动中，队员与志愿者打扫村庄的卫生死角，维护村庄环境卫

生，经过一上午的劳动，还给了村民一个整洁、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此外，实践队队员与志

愿者还走访了村庄各户人家，发放文明劝导倡议书。

此次清零行动紧紧围绕社区营造主题，进一步提升队员与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和水平。陈鲲生

老师提出以“社区以民为本，民以社区为家”为宗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并鼓励队员们开展活动形式多样、贴近民生的志愿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的开展，改善了村庄环境，提高了参与者的责任感和环保意识。志愿者们纷纷表示，

保护环境应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志愿服务不仅仅体现于美化环境上,更体现于在村民心里

营造了一个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

起航，开启追“茶”之旅

7 月 25 日下午，福建农林大学追“茶”到底实践队在陈选阳研究员的带领下，来到位于武

夷山市的奇苑茶业有限公司的雪庐茶厂进行调研，领略茶园美景的同时，近距离接触武夷山茶文

化。

武夷山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据了解，武夷山茶以岩茶为主，顾名思义，“岩茶”即生长在岩

缝中的茶叶，性温健胃，以“岩骨花香”的独特岩韵而著称。“如果说立地条件是岩茶生长的自

然基础，那么特殊的小气候条件则是上好岩茶的催化剂，”在座谈中，奇苑茶业有限公司的负责

队员与志愿者清洁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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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徐茂兴介绍道，“武夷山独特的生态环境，空气、土壤环境，形成了它独特的品质，这种品质

是其他茶类不能够模仿的。”茶园地处条件优越，丰沃的岩石土壤、优质的水源、充沛的阳光、

纯净的空气以及科学的管理，让武夷茶更加出众。

俗话说，“要想做好茶，得靠天地人”，光有自然条件

还不够，更重要是武夷山人工艺独特的制作技巧。通过交谈

实践队队员了解到：为保证茶的品质，武夷岩茶每年只采春

茶；在采茶季节（四、五月份），武夷山的茶农们就要时刻

注意着天气的变化，来决定不同品种的采摘时间。

在徐茂兴的引领下，实践队队员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

查。“这里的草好茂盛，和茶树都快一样高了，是缺乏人工

管理吗？”行走于漫山遍野的茶树丛中，实践队队员林彩玲发现，有不少种植区域的草害较为严

重。“除草剂的施用能较好地控制草害，但也会影响茶叶的品质和安全性，以及土壤的板结性，

因此不能多施。”徐茂兴向实践队队员表达了他的顾虑，“并且现阶段人工管理成本较高，有些

边边角角难免顾及不上。”由此可见，在保证茶叶品质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控制草害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此外，陈选阳研究员还就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品牌创建和管理问题与其进行了

探讨。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实践队队员近距离了解到武夷茶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在具备相关理论知识

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到基层调研，为培养“新农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下乡实践记】

食品科学学院赴泉州市德化县瓷都印象考察实践队：科技兴瓷，创新强瓷

2017 年 7 月 26 日 星期三 天气晴

在经历了三天对德化的陶瓷文化发展、陶瓷生产工艺的初步了解后，我们实践队决定亲自深

入陶瓷制作的生产车间体验陶瓷的完整制作工艺。

首先我们与当地的陶瓷制作公司联系，于今天下午三点抵达德化县龙浔镇宝美工业区的锦福

陶瓷有限公司。据了解，这家公司使用面积大约 1.912 万平方米，员工 300 多名，生产管理和行

政管理职工 52 人。

到达之后我们受到了公司董事长吴学文的热烈欢迎。“我

先给你们介绍陶瓷制作的流程，待会让业务部李主管带你们去

逛逛车间，先看看我们怎么做的，然后再自己体验一下。”吴

蕫说道。

到了制模车间，我们看到传统繁琐费时的拉坯技术被现代

新型的科学技术生产所取代。“采用这种工艺可以很便捷地用

于形状复杂或大件制品的成型，”李主管在向我们介绍注浆车

队员实地走访和调研

队员正在茶具上作画



间陶瓷注浆成型法时说道，“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改善产品质量，还减轻了劳动强度。”

现代机械的使用，让我看到了传统制作工艺的差距，看到了德化陶瓷生产技术的高超水平，

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逐步淘汰高耗低值的生产，发展现代化陶瓷产业，使产业朝着更加环保、

节能、机械化 、自动化的方向发展。

在李主管的教学下，我们亲自体验了手绘陶瓷。这看似轻而易举，但是实践时才发现在瓷器

上作画并不顺畅，画起来常常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因为制瓷采用的原料不同，颜料沾多沾少都

会影响作画效果。多尝试几次就能慢慢掌握技巧了。”李主管提醒我们。画完陶瓷后还要再进行

烧制，一个个生产工艺环环相扣。最终我看到自己的 DIY 成果时，内心成就感满满。

“如今我们在不断设计更多有趣的新型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一成不变最后只能被淘汰。我

们会不断研究更好的生产技术，更注重产品的多样化。”这是吴蕫最后告诉我们的，也是我此行

最大的收获。

经过了一个下午的亲身体验，我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如果说科技是一把火焰，那么创新的精

神就应该是助燃的柴油，瓷都德化不仅抓住了传统工艺的制作精髓，而且勇于推陈出新，推动陶

瓷文化的发展，推动特色瓷都的建设；敢于革故鼎新，扩大市场的占有率，另辟强化瓷都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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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赴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暑期社会实践队

实践队参观香蕉保鲜室

管理学院（旅游学院）赴漳州市华安县志愿者支教团队

美术课上林星儿老师在教学生画党徽

机电与工程学院赴龙岩市长汀县腾飞经济开发区科技下乡暑期社会实践队

实践队参观车间

资源与环境学院赴将乐县闽江水质调研“维河”实践队

河道专管员带领队员进行护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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