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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农学生“爆改”农村，造福一方

一、热点概述

近期，《种地吧》与《出道吧！科技小院》上线后再网络迅速吸引大批关注，#出道吧科技小院#同

名话题在社交平台阅读量破千万，#村民大叔田里劝学生别学农#等节目相关话题阅读数均达到百万级，

并登上热搜，科技小院学生自研的厨余垃圾堆肥法、起垄覆膜栽培技术等被广泛学习和讨论。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2024 年 6 月 24 日、25 日，首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拼多多支持的农业真人秀《出道

吧！科技小院》上映。节目分别于云南大理、浙江杭州两地拍摄，记录了总台主持人郭嘉宁、盗月社两

位美食博主和拼多多团队组成的研学团，与古生村科技小院师生一起体验垃圾分类、农业种植、环保监

测等活动，助力农民增产增收的真实故事。为了带动更多年轻人投入到“三农”工作中来，研学团还与

《种地吧》节目中的“十个勤天”交流，共同探讨农业新技术落地应用、农业农村发展等问题。

（2）全国目前已有 1800 多个科技小院，覆盖 31 个省级行政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像应飞宇、

吴馨俣一样的学生不胜枚举。他们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

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地解决生产实践问题，为的只是助力农村产业振兴、农民增产增收。

（3）2009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和团队在河北省曲周县首创了科技小院。

从最初帮扶一家一户开始，模式不断升级，由“授人以鱼”逐渐升级为“授人以渔”，通过培养“科技

农人”、创新农村发展模式来加速驱动乡村振兴。

（4）四川丹棱科技小院研究的柑橘园健康土壤和节能减排绿色生产模式，帮助当地缓解了土壤酸

化等问题，还培养出“技术流农民”；福建平和琯溪蜜柚科技小院也带出了二十多名“科技农民”，推

动当地蜜柚种植业发展……越来越多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

2.对策建议：

（1）发展现代化农业，振兴乡村经济，关键还是要靠人才。如《出道吧！科技小院》节目通过展

现青年学生扎根农村一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点滴细节，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科技小院、关注

乡村发展，积极投入到现代化农业建设的“农潮”中来，为中国“三农”事业注入更多新生力量，填补

农村技术人才的短板。如拼多多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团队，推出了“科技小院强农兴农人才培

养行动计划”，共同探索“学-研-商”公益性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农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

该计划将从科研经费、技术支持、资源对接、线下活动等方面为全国科技小院提供支持，助力各地科技

小院因地制宜地形成覆盖农业全产业链、全流程的系统解决方案。

（2）农业的发展不能靠单打独斗，需要跨学科、跨专业、跨行业、跨产业的通力合作。可以加大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2

对科技小院的支持，与中国农业大学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携手发挥所长，让农村、农民生活越来越好。

（3）发展农业不需要多么高大上的科技，而是需要农民真正能学得会，用得上，看得上效果的技

术。聚焦农业生产应用的“热焦难”问题，通过接地气易操作的技术手段，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2024 年 6 月 24 日、25日，首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拼多多支持的农业真人秀《出道

吧！科技小院》上映。该剧记录了总台主持人郭嘉宁、盗月社两位美食博主和拼多多团队组成的研

学团，与古生村科技小院师生一起体验垃圾分类、农业种植、环保监测等活动，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的真实故事。一经播出，就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出道吧科技小院#同名话题在社交平台阅读

量破千万，#村民大叔田里劝学生别学农#等节目相关话题阅读数均达到百万级，并登上热搜。对此

现象，请谈谈你的看法。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过渡-对策-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出道吧！科技小院》这档农业真人秀节目一经播出便引发强烈反响，成为网络热点话题，令人拍

手称赞……

第二步——意义：

其一，体现了政府和企业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

其二，体现了公众网民对于农村生活的关注……

其三，有利于发展种植业、实现乡村振兴……

其四，有利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其五，有利于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环保和农业意识……

第四步——过渡：

当然，我认为要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村民生活富裕还需要从几下角度继续努力：

第五步——对策：

第一，发挥企业市场的力量……

第二，发挥高校人才的力量……

第三，发挥实用科技的力量……

第六步——总结结尾：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可以让每一片土地都充满希望，让每一个农民都过上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