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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学肯吃苦
为农户架起智慧桥梁

“我的舞台在农村，服务对象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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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谈到他
的婚姻的时候，讲了

这么一句话：“我把一
个老式婚姻，变成了美

好的爱情。”这句话用来
形容厦大博士吴昊昊和

海洋生物学的关系也颇为
恰当——从初入大学被调

剂到海洋生物学专业时的
迷茫，到逐渐发现这门学科
的魅力，成为热衷于科普海
洋生物的科普作者，吴昊昊
和海洋生物学之间也是一
段化“老式婚姻”为“美好的
爱情”的故事。

就在上个月，这段“美
好的爱情”又开出了新的
花。

7月初，科普读物《中
国大科考系列绘本》正式出
版，这套书得到了中国科学
院院士周忠和、戴民汉的联
袂推荐。吴昊昊撰写了这
套 9 卷本读物当中的 3
本，回想接任务之时，吴昊
昊说，他“轻敌”了。

吴昊昊负责的3本书
分别是《科考船造好了》《科
考船员请就位》《出发去科
考》，以他参与的2018年厦
大“嘉庚”号南海深潜科考
为故事主线撰写，按理说是
熟悉的场景、熟悉的经历，
但是，撰写之初就出现困

难。他说，海洋科学其实是
一门关于运用场景的学问，
需要交叉学科的知识，因
而，哪怕只是儿童绘本，也
概莫能外。吴昊昊学的是
海洋生物学，为了写书，他
去学习了船舶制造、海洋地
质、海洋化学等专业知识。
由于科普绘本面对的是孩
子，在具体描述上要活泼又
不失严谨。比如，《科考船造
好了》有很多造船的知识点，
为了避免枯燥，也方便孩子
们能看懂，他把科考船分段
搭建的过程比喻成孩子们熟
悉的搭积木。

撰写科普绘本
给孩子们的科普书
要有专业知识又活泼有趣

只要村民在农业生产
上遇到技术难题，长慈霞总
是毫无保留、尽心尽力帮助
解决，遇上自己解决不了
的，她就把样本和数据带回
原单位，让更多专家一起为
农户出谋划策。

“看到她那么认真，大
家也就更有拼劲和闯劲
了！”与长慈霞一同在祥平
街道担任科技特派员的环
境设计师汪娟娟说，长慈霞
正带动更多年轻人，用青春
的智慧和创新的思维投身
田间地头，为未来农业发展
开辟新的道路，成为乡村振
兴的实践者和见证者。

整地开沟、土壤消毒、
种苗引进、合理密植、病虫
害防治……长慈霞成为科
技特派员以来，她的身影一
直活跃在各个现场，过溪村
芭乐和甘蔗种植基地、古茗
山百果园、卿朴村（中洲岛）
果蔬基地、后壁地茄子大
棚、大叔农庄、内林水稻田
等地遍布了长慈霞的足
迹。她利用自己的专业特
长，主动了解核实农户的最
新产业科技需求，提供技术
指导、科技培训，帮助他们

提升科学素质和增收能力。
“年轻一代正成为我市

科技生力军。”市科技局社
会科技处处长庄如真说，越
来越多和长慈霞一样的年
轻人愿意学、肯吃苦，他们
在科研机构与农户之间架
起了一座桥梁，将最前沿的
农业科技资讯传送到田间
地头，有的已经开始独当一
面帮农户答疑解惑。

长慈霞认为，这不仅仅
是她帮农户掌握实用技术、
增强致富本领，更是向农户
学习本领和积累经验的好
机会，“我的舞台在农村，服
务对象是农民，只有扎根田
间地头，才能了解农民需
求、办好实事，使自己的学
识派上用场，同时学到真本
领。不少经验丰富的农户，
我甚至还要向他们学习和
请教。”长慈霞说。

她还记得一位种植户
说过：“有人经验足够丰富，
路过田地一眼就能看出有
什么病虫害、每亩大概多少
产量。”长慈霞暗下决心，在
未来也要成为那样的行家
里手。

文/本报记者 吴君宁
图/本报记者 黄晓珍
近日，同安莲花镇内

林村的 60 亩稻田长势喜
人，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穗
秆，在炙热的阳光下闪着
金黄的光。

“多亏了小长，再过不

到一周就能收割了！”农场
主洪任何望着金黄的稻穗
笑逐颜开，收成以后，平均
亩产量将有上千斤。他口
中的小长，是来自厦门市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的“90后”
驻祥平街道科技特派员长
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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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左右，气温已
达三十多摄氏度。头顶烈
日，汗水化成的盐渍在长慈
霞衣服上结了一层又一
层。身材娇小的她穿上雨
靴，俯下身子慢慢掰开稻
叶，查看并记录虫情、稻穗
长势等数据。

自去年11月正式成为
我市科技特派队伍中的一
员，长慈霞几乎天天扎根田
间，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
采样工作变得更辛苦。每
天早上六七点，她要乘坐一
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到这里，
奔波在村里的各田头，监测
各类农作物生长、病虫害情
况，并采样检测土壤肥力。

“稻田最担心的就是稻
纵卷叶螟等病虫害，通过观
察和数据比对，可判断现阶
段虫害情况以及预判趋势，
从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
施。”长慈霞话不多，但谈起
专业相关话题滔滔不绝。

洪任何承包的60亩家
庭农场以蔬菜种植为主，此
前种植的是芭乐和草莓，平
整土地后，长慈霞在所属单
位指导下制定了分阶段种
植方案：第一阶段种植水
稻，第二阶段种植茄子和辣
椒，丰富百姓“菜篮子”。长
慈霞介绍，轮作能充分利用
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改良
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通过合理轮作，还有利于减

少病害发生。
6月的一天，长慈霞与

洪任何交流并到稻田查看
后发现，近三亩水稻叶片从
下部开始变黄，生长缓慢，
出现典型的“黄化”现象。

“这是地块平整肥力不均引
起的生理性病害。”长慈霞
当即邀请厦门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专家团前来调研
指导开出“药方”，“针对病
原，要科学选择肥料、采取
合理的管理措施，适当排水
晒田，同时要撒施黑白灰
……”她事无巨细地指导种
植户增加复合肥、加强田间
管理。

几公里外的后壁地，长
慈霞常常与种植户胡如交
流茄子种植技术和管理经
验。“这里种植20亩茄子，
亩产能达2万斤。”长慈霞
说，这对种植户来说利润可
观，因此她决定推荐引种这
一品种到洪任何的农场。
水稻收割后，这片土地上将
在9月建起蔬菜大棚，实验
试种汕新3号和黑娇2号
F1两个茄子品种。

长慈霞一遍遍耐心讲
解新品种的优点和特点，手
把手地传授种植技术，“小
长为我们做了很多实实在
在的事。”洪任何说，没想到
现在的年轻人还愿意这样
俯下身沉下心，真的很难
得。

俯下身沉下心
手把手传授农民种植技术
“小长为我们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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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昊在做科普的过
程中，常遇到哭笑不得的问
题。“昊昊，你介绍这么多海
洋生物，它们能不能吃？好
不好吃？怎么吃？”一开始，
他还有些生气，不过，转念
一想，这其实是大家对海洋
了解得还不多导致的。

不过，有些瞬间让他感
受到海洋生物科普的价值。

前年，他的粉丝发来某
市场出售海龟的照片。粉
丝听他讲过海龟是国家保
护动物，询问他遇到这种情
况该怎么办。吴昊昊建议
对方赶紧向当地渔政部门
反映。前几天，他在学院的
走廊里，被一名新生叫住，
这名新生说，是因为看了他
的海洋科普文章，才喜欢上
海洋学，才来厦大海洋与地
球学院。这样的情况，他之
前也碰到过几次。

今年4月份，他还受邀

在学校分享做科普的经
历。他说，做科普，切入点
往往是最难也最关键的。
因而，分享会伊始，他在屏
幕上挂出常见、常吃的海
鲜，让观众辨认。“中间的杂
交石斑鱼和川纹笛鲷，是来
自养殖场人工养殖的……”
观众一下子就有了兴趣。
他还将哪吒与水深1500米
下的“尾棘深海鳐”做对比，
原来，也有海洋生物从孵化
到出生需要三年半的时间。

吴昊昊感叹：“科普往
往只能影响本身就对这类
话题感兴趣的人。”如何让
科普内容冲破信息茧房，并
拥有“破圈”的基因，进入更
多人的视野中，成为他近来
思考的问题。

每次科普结束，他都会
在PPT结尾写上：“多去海
边看看！”在他看来，最好的
科普其实就是走入大自然。

多去海边看看
致力于让科普“破圈”
让大家更了解海洋生物

关于吴昊昊的标签有
很多，他除了是海洋生物学
博士外，他还是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会员、《一站到底》的
周冠军，果壳网、博物杂志
等媒体杂志的科普作者，同
时，也是拥有近20万粉丝
的微博博主。

不过，他给自己贴的标
签却是“幸运的普通人”。他
所认为的幸运，是“某一个时
刻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吴昊昊曾梦想当一个
优秀的主持人，没承想在大
学被调剂到了海洋生物学
专业。初入大学，他还迷茫
了一年多。度过煎熬期后，
他开始接触一些科普网站，
并尝试回答网站内的提
问。有一个提问他至今还
记得——“这些鱼字旁的字

到底都是什么鱼？”为了回
答这个问题，他花了三四天
的时间，将鱼字旁的字找出
来，并根据鱼的科目进行分
类。类似的问题，他回答了
好几十个。大学期间，他还
关注了不少科普博主，其中

“无穷小亮”对他的影响最
大。他说，以往的很多博
主，大都停留在各自的知识
圈内，而“无穷小亮”因为其
独特的叙事，科普内容常常
破圈。渐渐地，他发现自己
喜欢上了海洋生物学。他
说，就像《小王子》一书中小
王子和狐狸的关系一样，与
海洋学科接触的过程也是
一个“驯养”学科的过程，很
难说是具体哪一件事情让
他喜欢上这个学科。

幸运的普通人
通过科普爱上海洋学科
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

科技特派员长慈霞（中）来到洪任何（左一）的稻田里
检查稻穗长势和病虫害情况。

吴昊昊撰写
的科普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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