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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理系复建
蔡翘先生塑像落成

“硬技术”跟得上“软服务”不掉队

“土医生”架起农业升级“连心桥”
科技助力节粮减损
创新保障优粮供给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
走进江苏科技大学

本报讯（记者 夏文燕）5月31日，蔡
翘先生塑像落成暨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生理系复建仪式在南京大学举行。南
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中国生理学
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
王韵，军事医学科学院副研究员、蔡翘先
生长孙女蔡雪丽，以及蔡翘先生塑像捐
赠人、学院杰出校友、南京绿野仙踪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启东共同为蔡翘
先生塑像揭幕。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
表示，追溯南京大学生命科学百年历程，
我国著名生理学家、生理学研究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之一蔡翘先生为我国生理学
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深情追
忆以祖父蔡翘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
家的家国情怀，蔡雪丽动情地说：“祖父
塑像的背后实际是潘菽、童第周等老一
辈杰出科学家，以及默默为祖国科学事
业辛勤奉献的千千万万科研工作者的
群像。”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即将迎来百

年华诞，薛海林表示，获赠蔡翘先生塑
像，勉励广大师生意义深远。“有机会近
距离瞻仰先生之风，感受大师无私奉献、
刻苦钻研的精神，得到更多潜移默化的
教育和启发。”薛海林希望，学校师生要
以蔡翘先生为榜样，以卓越的精神谱写
生科院发展的崭新篇章，他期望生命学
科在苏州校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链 接

蔡翘（1897年10月11日—1990年07
月29日），出生于广东揭阳，生理学家、医
学教育家，中国生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之一。1925年发现了视觉与眼球
运动的中枢部位，被国际同行称为“蔡氏
核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甲状旁腺
的功能、感受器适应现象、肝糖元异生机
制等有较深入的研究。五六十年代领导
军事劳动生理及航空、航海、航天生理的
研究。著有《生理学》《生理学实验》和

《航空与空间医学基础》等11本专著。

本报讯（通讯员 张运 陶天云 记
者 何佳芮）“亩产增收了300斤，这
次在扬州市首届‘好西瓜’评比现
场，一天订出去3000多斤！”扬州市
沙头镇瓜农聂德梅在西瓜节开幕式
上激动不已地说。谁能想到，就在
十几天前，她还因为西瓜的销量问
题急得团团转。

扬州市沙头镇是远近闻名的
“西瓜之乡”，年均种植各类品种西
瓜 2000 余亩。近年来，随着现代
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普及，智能大
棚、多膜覆盖、测土配方等新技术
越来越多地被引入西瓜种植中。
但现代农业科技是跨学科、集成
化、体系化科技，科技的消化吸收
与实际的规模生产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壁垒。不少农民因为无法掌
握新技术，在农业转型升级中找不
到突破口。

聂德梅是沙头镇的“西瓜新
秀”，3年前，她开始种植大棚西瓜，
并为瓜农提供瓜苗。得益于技术引
进和高效管理，她的瓜田连续丰收，
瓜苗质量也值得信赖。但自今年2

月开始，栽下去的瓜秧陆续枯黄，
想尽办法但是找不到原因的她心
急如焚。

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另一
位瓜农找到了镇上培训班的“土医
生”们，他们是扬州大学土壤健康研
究所的一群师生。在“土医生”们采
样化验后，证实了土壤酸化、盐渍化
危害是瓜苗受害的重要原因，大棚
土壤“营养过剩”引发了“次生盐渍
化和酸化”的现象。

“传统种植经验是肥料越多地
越肥，但在现代种植体系中，这种经
验式的种植会带来完全相反的效
果。”省现代农业（西甜瓜）产业技术
体系土壤改良创新团队岗位专家、
扬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
长赵海涛教授介绍，大棚土壤缺少
雨水淋洗，养分随蒸发水移到表层，
土壤中的肥料如果不能全部被植物
及时吸收，就会导致盐分在土壤表
层积累和土壤酸化，造成瓜果大面
积减产、品质恶化。

瓜田“营养过剩”是农业生产
经营与现代种植技术之间脱节的

一个生动缩影。当前正是农业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农业现代化不
仅要资源和技术“硬保障”跟得上，
更要在科学理念和技术认知等“软
实力”上不掉队。自2018年起，扬
州大学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西甜
瓜）产业技术体系土壤改良创新团
队，成立土壤健康研究所和“土壤
医院”等一批新型农业技术转化和
服务机构，打通了农业问题诊断、
产品研发、技术推广全链条，并建
立政校、校地、校企协同的新型合
作模式，推动土壤检测、技术应用
和人才培训等科技帮扶项目下沉
到农业生产一线。

“近年来，许多农民虽受益于农
业新技术的推广，但真正让传统农
业转型升级成现代化智慧农业，仍
需要一个调适过程。”扬州大学土壤
健康研究所所长钱晓晴教授说，“因
此，我们要尽快建立起专业化农业
科技服务长效机制，高校和科研院
所应当主动发挥技术支持和智力支
援等作用，真正打通农业科技创新

‘最后一公里’。”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获脱贫攻坚集体奖励

本报讯（记者 何佳芮 通讯
员 仇莺璇）5月27日，以“科技
助力节粮减损，创新保障优先
供给”为主题的2021年江苏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
主会场活动在江苏科技大学
举行。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和嘉
宾共同启动“水韵苏米”宣传片
及“水韵苏米”全省行仪式。据
悉，我省自2017年启动“苏米”
品牌创建工作，3年来“水韵苏
米”的名片越擦越亮，已走出一
条赋能稻米产业提质增效的

“新粮道”。
“本次活动围绕粮食产业

发展需要，提出了人才和科技
创新是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泉，是保障粮食安
全的根本途径，是服务群众、惠
及民生的重要手段。”国家粮食
产业（功能稻米）技术创新中心
副主任王张民表示，此次活动

大力提倡重视粮食安全，深入
推进粮食流通环节节粮减损工
作，保障了优质粮食供给。此
外，活动还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也对广大餐饮企业、个人的
食品浪费行为进行约束。

记者了解到，在5月26日
召开的2021年全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系统人才工作座谈会上，
与会专家就粮食行业人才的发
展、现状、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充
分研讨。江苏科技大学、江苏
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和连云港工
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代表分别
就各自学校粮食专业的办学特
色、取得的创新成果和遇到的
问题进行充分交流。专家们表
示，粮食行业当前面临人才流
失的困境，须采取有效措施让
粮食行业人才进得来、留得住。
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校企合
作，培养专业人才，做好行业服
务和社会服务工作。

5月21日，徐州生物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科技成
果转化中心）获该市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事业
单位集体记功奖励。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
该校根据市委统一部署，聚焦
挂钩帮扶村邳州市车辐山镇
埠上村的实际需求，充分发挥
科教优势，坚持以智力脱贫、
人才脱贫、结对脱贫三大举
措，通过全域谋划、全力投入、
全速推进三大实招，统筹做好
特色产业培优和产业转型升

级。基于“五步工作法”，实现
了挂钩帮扶村特色产业的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同步提升，
也打造出了职教扶贫的“徐
生样板”。

据悉，此次受到记功集体
奖励的还有徐州市扶贫开发指
导站、徐州市创业工作指导中
心、徐州市公路管理处、睢宁县
沙集镇综合服务中心、铜山区
何桥镇农村经济服务中心、丰
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沛
县魏庙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
中心。 强承魁

活动现场

在土医生们的技术帮扶下瓜田涨势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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