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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 晨

一个塑料大桶，底下打个洞，再套

上一块黑色橡胶布，就是一个简单的

“空气炮”；一个塑料瓶，酒精做燃料，打

火机的火星是点火器，就是最朴素的自

制火箭；羽毛球筒上绕几圈LED灯带，

就变成了可视化滑动变阻器模型……

在桐庐县叶浅予建兰学校科学教师方

汉兵的工作室里，像这样大大小小的

“土”教具不下100件。而正是靠着这些

“土”教具，方汉兵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

迷弟迷妹，就像学生们说的，“上兵哥的

课，哪会打瞌睡！”

“加油，加油！”在804班的科学课

上，一场势均力敌的“拔河”比赛正在进

行。不同的是，学生们手上的拔河工具

是由两只钢筋锅组成的装置。在学生们

的几番较量下，两只锅还是牢牢地“黏”

在一起。方汉兵还原的是著名的马德堡

半球实验，“内外压强差产生强大的压力

差”。原本复杂且抽象的物理知识，通过

一次实验就让学生有了更直观和真实的

感受。

后来，这个课堂画面被制作成了短

视频，在网络平台一炮而红，还收获了上

千万的播放量。事实上，从2020年起，

方汉兵就开始尝试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

己的实验视频。“就是为了方便教学”，抱

着这份初心，方汉兵一做就是3年。尽管

没有花哨的特效，但翔实有趣的实验视

频不仅让他收获了众多粉丝，更让他有

机会接触到全国各地的物理教师和物理

实验爱好者。

方汉兵喜欢动手做教具，任何科学

教学实验只要有实现的可能，他都愿意

去试一试。对实验教学的这份热爱，方

汉兵坦言，离不开他之前的工作经历。

2019年，方汉兵通过人才引进来到

桐庐。在此之前，他在外省一所中学做

了8年的物理教师。方汉兵回忆，由于学

校硬件设施匮乏，导致很多教学实验难

以开展。于是，他开始尝试自己做实验

教具，“一方面是为了弥补课堂实验设备

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改进常规仪

器，更好地进行课堂教学”。

来到桐庐后，方汉兵更是利用自己

的闲暇时间，抓紧研制各种教具。一节

课40分钟，时间宝贵，为了利用好课堂

上的每分每秒，方汉兵在背后下的功夫

可不少：用什么材料，在哪里钻孔，安全

性怎么保障……“实验中用到的教具都

是一点点挖出来的。”马德堡半球实验

中的钢筋锅就是方汉兵和妻子在一次

逛超市时发现的“宝贝”，后来他又买来

了电钻，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想办法在锅

底打孔并做好密封。

方汉兵做的教具特点就是“抠”，路

边随手捡起的塑料管、丢在角落的纸盒

子都能成为实验教具的原材料。方汉

兵工作室的角落里堆着许多捡来的木

板、水管，都等着他将它们一一“变废为

宝”。方汉兵说，他希望用这样“简朴”

的方式，告诉学生科学实验并不遥远，

“人人都可以在生活中学着做一做”。

方汉兵不仅“抠”材料，做起实验来

更是“抠”细节。

在一次面粉爆燃实验中，为了让学

生“大受震撼”，方汉兵用1块木板、4根

塑料管、1个漏斗、1个塑料袋制作了简易

的支架装置。但实验过程中吹多少气，塑

料管多少长，面粉的量放多少，前前后后

他调整了不下10次。方汉兵说，每一个

看似简单的实验，其实都是在一次又一

次的推翻和重建中获得的，“尤其是当实

验存在安全风险时，教师更要‘抠’好每

个细节”。

“一上科学课，我们班就成了全年级

最快乐的班！”804班陈予亦兴奋地说。

除了用好玩、新奇的实验打开学生探索

科学的大门，方汉兵还会想尽各种办法，

让学生与科学产生情感链接。每带一届

学生，他都要花两三节课讲讲“为什么要

学好科学”。用他的话来说，“我希望他

们对科学课感兴趣，如果他们对科学课

不感兴趣，那希望他们能对我这个人感

兴趣”。

从教12年，方汉兵收获的荣誉并不

少：省优质课一等奖、桐庐县最美科技

工作者……去年，他自制的“巧用白炽

灯助力初中科学实验创新系列装置”还

获得了浙江省自制教具评选一等奖。

荣誉伴随着责任，无论是送教下

乡，还是学校间的科普交流，方汉兵总

会大包小包地带上各种实验教具，为当

地的学生带去酒精燃料枪、面粉爆燃、

火焰掌等科学实验。“我希望通过实验

科普能让更多人看到科学的神奇，也明

白科学并不神秘。”

看着台下一张张兴奋专注的脸庞，

方汉兵很享受，因为他知道，这份对科学

教育和科学实验的热爱就在这一个个魔

幻的科学实验中传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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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叶浅予建兰学校方汉兵

科教“土”办法 玩出大名堂

□本报记者 童抒雯

初见白岩，温润如玉的气质似乎与传统

印象中科技特派员的模样搭不上边。直到亲

眼看见她钻树林、挖草药、讲技术……才相信

这位平时习惯站讲台的浙江农林大学教授，

已经在田间地头“穿梭”了18年。

今年，白岩被评为“浙江省突出贡献科技

特派员”。在这个象征着全省科技特派员最

高荣誉的背后，是她800多次的下乡经历，50

多万公里的行程，创造1.95万人的就业岗位，

助力农民增收4.8亿元……

从2005年起，白岩先后在杭州市临安区

湍口镇、景宁县九龙乡、衢州市衢江区双桥

乡、淳安县下姜村当科技特派员。作为土生

土长的吉林人，白岩笑言，自己从未去过长白

山，却去过浙江最偏远的乡村、海岛，“我把自

己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村里来了个懂种地的“白老师”
上午9点，淳安县千岛湖许源林场林下

经济示范园迎来了它的老朋友——来自浙农

林大的科技特派员白岩。

“白老师，我今年刚进了一批新种，您快

看看。”“白老师，有没有认识的果树专

家？”……刚下车，白岩便被药农们的问题层

层“围住”了。一顶遮阳帽、一身休闲服，这是

白岩在田间工作时的“战袍”，“这样打扮能拉

近和老乡的距离”。

顾不上喝水，白岩就和药农们钻进了树

林。她一边留意着药农们的诉求，一边仔细

地回答问题，一上午的工夫，白岩就爬了好几

个山头，“林子里一钻，心情老好了！”

每次下乡，白岩都会把行程安排得满满

当当，从林场到基地，从大棚到田埂，这样连

轴转的节奏白岩早就习惯了，她总想着“能多

看几个就多看几个，老乡等着我呢”。

“白老师，三叶青种在葡萄田里能不能

活？”在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的三叶青栽培

基地里，新疆农业科学院库车陆地棉试验站

党支部书记吾买尔江·库尔班正饶有兴致地

打听着。“库车冬季比浙江寒冷一些，我们只

要通过设施帮助三叶青越冬，就可以在新疆

试试。你选好地，我给你寄些种苗。”白岩的

这份自信更多地来自她的底气。

三叶青生长在山林下，喜阴湿冷凉，但近

几年浙江出现极端天气较多，夏季高温干旱，

冬季低温寒潮，都对林下仿野生种植三叶青

产生较大影响。这些年，白岩带着她的学生

深入林下，近距离观察三叶青的林下种植情

况。在树冠下种植三叶青，树木可以遮挡寒

流，避免被冻伤；夏天在树木之间用黑网遮

阳，避免三叶青被晒伤。经过一次次的尝试，

白岩和她的团队终于攻破了三叶青难以越冬

度夏的技术瓶颈，助力农户培育三叶青优质

种苗50万株，筛选高产抗冻株系4个，新建种

植示范区150亩，实现了增产又增收。

把科技、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间地头的

同时，白岩也把对专业的信仰和情结种在学

生的心间。

为了能让学生多看一看基地里的作物，

多听一听农民的“乡音”，很多时候白岩会带

着本科生和研究生租车组团下乡，她希望用

这样的方式让学生与农民、土地建立情感链

接。一次，白岩带着学生一起下乡，途中经

过一家农户。家中的老人热情地从地里拔

了野葱，炒了鸡蛋招待他们，“村里的人对科

技特派员都特别尊重”。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那盘炒鸡蛋的香气依旧萦绕在白岩

的心间。

一个人到一群人的“战役”
时间的竖轴清晰地记录着科技特派员在

探索乡村发展上的每一个脚印。

2005年，入职不久的白岩就接到了一个

新任务——到临安湍口镇做科技特派员。就

这样，白岩拖着行李箱，倒了不下3趟车才到

目的地。在这个“只有两条街，5分钟就能走

出头”的小镇上，白岩单枪匹马地开启了她的

科技特派员生涯。

2017年，白岩来到衢江双桥乡担任省级

科技特派员。原打算复制之前成功的经验，

然而一名果农的求助让她改变了想法。

在外打拼多年的陈立明回到家乡，发现

当地自然环境非常适合种植桃子，于是便大

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从山上整治到引进桃

树，前前后后已经花费了600多万元，但光有

热情，没有技术，陈立明的心里也打过退堂

鼓。听说乡里来了一名新的科技特派员，陈

立明重新燃起了希望，“创业真的很不容易，

白老师，请您一定要帮帮我”。

看着眼前满脸真诚的果农，白岩决定放

手一搏。因地制宜、创新思路本是科技特派

员的看家本领，但要从中药种植转为水果种

植，对白岩来说，是一次全新领域的挑战，好

在“学校有个好体系”。

从2013年起，浙农林大逐步探索科技特

派员体系，从个人科技特派员结对项目到团

队科技特派员服务产业，再到法人科技特派

员支撑全域发展。因为背靠“大树”，白岩越

发觉得科技特派员的作用除了传播科学知

识，更像是在知识技术与农民之间架起的一

座桥梁、系上的一条纽带，“这样一来，资源就

盘活了”。

经过一群人几年的努力，原本荒凉的山坡

上终于开出了粉红色的桃花，犹如少女的丝带

缠绕山间。果园800多亩、桃树2万多棵、年产

鲜桃10万公斤、果农年收入近800万元……这

些数字共同勾勒出一幅“人面桃花相映红”的

好景象。

产业做起来了，如何帮助当地产业转型

升级？在白岩的心中，她开始描绘更大的蓝

图——“以中药养生为中心，结合休闲健身、

中药种植、防病养老、生态农业等多个产业配

套，打造一个药养、生态特色综合体”。于是，

在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下，往日的荒凉地

变成了“黄金田”，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百姓增

收致富。

坚守18年的“答卷人”
从临安出发，汽车驶过高速，爬过陡坡，

绕过小道，终于在近3小时的行驶后到达了

目的地——淳安下姜村。这条进村的路，白

岩再熟悉不过。

2020年，白岩得知学校要选派科技特派

员到下姜村接力指导中药种植，专业对口的

她便在第一时间报了名。从那以后，她把大

量的时间花在距离学校200公里外的下姜村

基地里，服务的范围也从下姜村逐渐扩大到

周边几十个村镇的“大下姜”区域。

在当地人眼中，葛根可是名副其实的“黄

金疙瘩”。为了提升葛根产量，白岩在引进良

种的同时改进了葛根的种植方式，将葛根的

种植面积扩大到300多亩，产量也足足翻了

一番。然而3年前，某葛根生产企业负责人

张荣朝为产业转型升级犯了愁。由于当地缺

少加工厂，需要将葛根运输到外地加工，“绕

了一圈，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经过几次调研，白岩最终说服张荣朝建

造厂房，“你有困难，我帮你找专家解决”。有

了科技特派员的承诺，张荣朝放心大胆地干

了起来：一间600平方米的加工厂房建起来

了，葛根被加工成面条、酒、面膜，村民们的口

袋也变鼓了。张荣朝仔细算了算账，做了深

加工后，企业利润新增了400多万元。

在一次下乡调研中，白岩发现一个有意

思的现象：上午的下姜村格外热闹，参观学习

的大巴来来往往；可到了下午，整个村就变得

冷冷清清。“看着热闹，其实村民们的收入不

见得有多少。”

“把产业链做起来，农民才能多获利”的

想法在白岩心中扎了根，她再次找到张荣朝，

将她曾在衢江双桥乡的成功尝试带到了枫

树岭镇。随着葛谷养生园的建成，一条围

绕种植、加工和康养的全产业链为当地

村民带去了更多的致富路径。在白

岩的带动下，相比10多年前“种什么

赚钱”的困惑，越来越多的农户跳出

了一产种植的思维局限，在二、三产

领域不断尝试。

“原先我们下乡是当老师，现在

下乡是当学生。”18年科技特派员的

经历不仅让白岩亲历了浙江农村的

巨大变化，更让她对科技特派员有了

新的理解。白岩坦言，科技特派员从之

前技术和知识的单向输出者变成了现在新

农村建设中的“答卷人”，“农民在向科技特派

员提出新问题的同时，也倒逼科技特派员在

解决乡村产业问题的过程中，凝练出新的科

学问题和研究方向，这是科技特派员与农民、

农村之间的一场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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