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德龙，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设施农业研究所副
研究员。主要从事设施农
业关键技术集成、病虫害绿
色防治、农业科学推广与普
及工作。先后主持和主要参
加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十多项，
出版著作2部，授权专利11项，获
得国家登记新品种6个。近年来在全
省范围开展广东农业科技成果科普化。负责广东广州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学普及工作，获得中国科协全民科学
素质工作先进集体、中国科协和省科协表扬全国科普日活
动、广州市基层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获得广东省农业
技术推广奖二等奖2项。

谭德龙 2015 年进入广东省
农业科学院农业科研试验示范
场工作，开始了设施农业关键技
术集成的研究工作，并负责广东
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
学普及工作。“科技创新、科学普
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两项
工作相辅相成，非常有意义。”谭
德龙说到，在省农科院的设施棚
室和实验室内，谭德龙和团队一
起开展了设施樱桃番茄、葡萄、

贝贝南瓜的种质资源鉴评与创
新利用、作物营养生理学、病虫
害绿色防治等研究，培育出粤科
达 101、粤科达 202 樱桃番茄等
多个适宜设施栽培的高品质果
蔬品种，开发了华南型设施工厂
化（水培）生产关键技术、广东避
雨葡萄病虫害关键期防治技术、
贝贝南瓜标准化种植与储藏技
术等设施农业关键技术，先后入
选广东省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

技术，在全省推广应用超过 50
万亩。

广东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既是全国第一批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又是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广州
市科学技术普及基地，承担重要
的科研任务和科普责任。在这
里，每年前来参加科普认知、科
教培训的人群络绎不绝，而谭德
龙就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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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设施农业研究所副研究员谭德龙：

做好农业科学研究，为先进农业科技普及打下基础

广东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
内有二十大科普主题项目，涵盖
了水稻、经济作物、果树、蔬菜、
花卉、畜牧、兽医、资环、植保、农
产品检测、数字农业、智慧农业、
农业规划等各个农业领域，研发
的主推品种与技术占全省 60%
以上。丰富的科普内容让人目
不暇接，但如何让这么多先进农
业科学走进现代人的认知，成为
园区科普团队的难题。

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
划纲要》和多年的科普经验，谭
德龙提出先进农业科学科普化，
向大众做权威、有趣、通俗易懂
的科普。

挑选影响国计民生、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明显的广东现代
农业科技成果科普化。甄选了
近年来广东水稻、蔬菜、花卉种
业“卡脖子”重大突破、茶树育种
与茶叶制作、农业物联网与应

用、农药残留快速检测、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十多项广东现代农
业科技成果进行通俗化、趣味
化、简约化。制作一系列科普实
物标本、宣传板图文、图书画册、
科普微视频等适宜各大群体的
展览品，并结合科普体验、科普
讲解、科普讲座，为公众提供高
起点高水平高品质的科普活动。

创制科普互动作品，寓教于
乐，让社会公众亲身体验现代农
业科技成果的魅力。科普互动
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让公众从
零开始全程参与科技成果的制
作和感受科技成果带来的改
变。共创作开发了家庭菜园种
菜机、人工育苗机、植物克隆（组
织培养）、辨识害虫、粮食由来、
茶叶采摘和加工、科学饮食（无
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
品）、家庭微型自动喷灌系统、微
型蔬菜栽培器、袖珍无土栽培杯

等十多项农业科普互动展品项
目，一经推出，即受到热烈欢迎，
反响如潮。

开放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试
验平台，让社会公众走进广东现
代农业科技成果的第一线。整
合园区内 5 个国家级种质资源
圃（野生稻、甘薯、茶树、桑树、香
蕉），20多个省级种质资源圃（樱
桃番茄、油茶、柑橘、蝴蝶兰、南
药等），以及农业部广州有害生
物防治重点野外科学观察试验
站、国家花生原原种扩繁基地、
农业部国家水稻改良中心广州
分中心等 10 多个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试验条件平台，在确保科
研试验示范工作顺利开展的前
提下，培训科普讲解员、充分调
动安保与志愿者力量，布置科普
专用场所和观光通道，采用预约
制对社会公众开放，让公众感受
到第一线的农业科技成果。

“设施农业是采用工程技术手段，实现动植物种植、饲养
环境相对可控，继而实现高效生产的一种现代农业方式。它
涵盖了设施种植、设施养殖和设施食用菌等多个方面，通过人
工技术手段改变自然光温条件，创造优化动植物生长的环境
因子，使之能够全天候生长。”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设施农业研
究所副研究员谭德龙对前来广东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青
少年进行讲解。在这里，谭德龙致力于广东农业科技成果科
普化，服务了超过18万人次的社会各界人群，将广东先进农业
科技成果向青少年、新型职业农民、城镇居民、外国嘉宾、公务
员和领导等群体科普推广。

在园区内，谭德龙根据不同
群体的需求、接受能力、兴趣点，
面向不同群体使用不同的科普推
广方法。

青少年以趣味性与多样化
为主，激发中小学生和青少年对
农业科学的兴趣和参与欲望，重
点让他们认知农业科学，亲身体
验农业生产，参与轻度农业科学
创新研究。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乡村
振兴战略、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以实用为主，根据
各地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输送
多元化农业信息，普及现代农业、
精准农业、效益农业的高新技术。

城镇居民群体以休闲、贴近
生活、富有科技性为主、采取展览
展示、互动体验、现场咨询、科普
宣传的模式，集成“现代农业科技
成果展”“作物工厂化生产”“观光
休闲农业”“都市农业互动体验”
等丰富内容，向广大市民提供一
场极具冲击力的科普盛宴。

外国嘉宾群体以展示广东
先进农业科技为主，向他们宣传
推广广东的先进的农业科技、品
种、技术、设施和装备，将广东农
业、中国农业推向世界。

公务员和领导群体以传递
农业发展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趋势
为主，帮助他们了解农业科技的发

展动态和潜力，分享国内外农业管
理决策的成功案例，为公务员和领
导干部提供决策参考和借鉴。

通过不同群体不同科普推
广方法，提高科普效率与覆盖面，
使科学传播、普及更好地为公众
服务，满足社会公众对科普信息
的个性化需求。

“不同群体不同科普推广方法”

简介物人

先进农业科学科普化，要做到权威、有趣、通俗易懂

本报记者 麦博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致力先进农业科技普及致力先进农业科技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