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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有机蔬菜自己种，种菜、科普两不误

随着工业时代知识经济的来临，整个社会都在快节

奏地高速运转着，但人们对回归自然的渴望却愈发地强

烈，看着蔬菜生机勃勃地长大，深深地吸上一口新鲜空

气，开拓一块自己的田地，挖土、播种、浇水、施肥，

似乎成了梦想也是一种奢求。

都市人如何实现回归田园的梦想？为此，南宁市蔬

菜研究所依托专业科研事业单位的科技优势，结合全国

学习科学的蔬菜栽培知识

科普教育基地平台，面向社会开展蔬菜质量安全、种植

及营养等知识的宣传活动。通过打造“e菜园”，即电

脑种菜，采用高科技手段，设计专业的蔬菜科学种植软

件，让广大民众在“e菜园”中便能快速体验虚拟种菜

的全过程，同时学习科学的蔬菜栽培知识。然后，人们

可以在“DIY菜园”中认养一块土地，用学习到的科学

知识种植自己想吃的各类蔬菜；还可以在“蔬菜质量安

全检测教育室”学习蔬菜安全检测知识。最终，民众经

过一系列的互动学习实践体验，不仅学习了农业科学知

识，还可以吃上自己亲手种植的绿色安全蔬菜，实现科

普学习与休闲娱乐的统一。

广西南宁市蔬菜研究所：

 “放心菜”主题科普活动
□文/毕晓磊 记者/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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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研究所提供种植前期所使用的地膜、支撑作物

所使用的架杆、育苗所使用的苗盘和育苗基质、日常农

耕所使用的农耕用具等。

6.农事操作

对农事操作的内容的指导，贯穿于整个的种植期，

包括：整地、做畦、播种、育苗、定植、中耕、除草等。

7.技术指导

当认养人希望到田间地头体验农耕时，蔬菜研究

所将不定时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指点认养人如何进行耕

作，以保证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此外，蔬菜研究所基地还开设了多种科普培训项

目。一是指导学生开展种子发芽、植物标本制作、显微

镜观察植物细胞等科学试验，让学生了解神奇的植物微

观世界。二是指导游客学习先进的水培蔬菜栽培技术，

让他们了解现代农业先进技术，了解植物是如何吸收水

分和营养元素的。三是利用基地现有的植物克隆设备，

指导游客学习植物组织培养的操作全过程（包括培养基

的制备和消毒、无菌操作台接种、组织培养等过程），

游客可以定期来观察自己克隆的植物器官的生长和发

育，了解神秘的植物细胞克隆知识。四是指导游客学习

蔬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操作，让人们通过学习就知道怎

么吃上“放心菜”。

蔬菜农药含量自己测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然而现实的真实情

|方案&实施|

亲自动手，打造迷你“蔬菜乐园”

学生在用显微镜观察

植物细胞

学习科学的蔬菜栽培知识

“DIY菜园” 不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瓜果蔬菜完

全符合绿色食品标准。认养期间，市民可以免费进入园

区，蔬菜研究所免费提供工具、种子（特殊品种种子费

另计）、肥料等，平时，蔬菜研究所特地聘请专人进行

日常栽培管理，在周末会有专业技术人员不定时传授种

植知识和经验。

就这样，每个周末花半天时间打理自己的“菜园

子”，市民们就能实现从无公害蔬菜的种植、采摘、检

验直到最后的烹饪，着实体验一回绿色、无公害蔬菜

“新鲜到嘴”的全新感觉。而且到菜地，劳动适度，锻

炼适当，劳逸结合，每周末采回的菜吃个两三天不成问

题，既新鲜又健康，真正实现了自家菜地自己做主。

目前，“DIY菜园”菜地认养项目根据认养时间

分：菜地面积5平米，认养6个月，费用400元；认养12

个月，费用800元。认养人想吃什么菜就种什么菜，可

以随时来管理自己的菜地，也可以每周定期来照看一次

菜地，其余时间由蔬菜研究所聘请的专业农户免费帮助

管理菜地，蔬菜研究所会免费向认养人传授蔬菜种植技

术，提高他们的科学种菜经验和水平。菜地收获产出的

蔬菜产品由蔬菜研究所按照市场价销售给认养人，认养

人只需每周来基地采摘一次，就可以经常吃上新鲜、安

全的绿色蔬菜。

“DIY菜园”菜地认养服务项目中，蔬菜研究所会

提供以下七项人性化的服务：

1.地租及水电费

所使用土地的租赁费用和水电费都已包含在所缴纳

的费用中了，不再另行收取。

2.标志牌

根据认养人为耕地取的名字，为认养人提供写有菜

地名字的标志牌，标注土地的归属。

3.肥料投入

为保证作物营养充足，耕种前及作物生长中期所施

用有机肥料，都由蔬菜研究所来提供。

4.种子投入

有机种植对种子有较高要求，认养人所使用的种子

都是经过蔬菜研究所精心筛选的，非转基因、无化学处

理。

5、农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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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蔬菜中的农药残留成为老百姓心头绷

紧的一根弦。

蔬菜为何非要打农药呢？南宁市蔬菜

研究所的毕晓磊副所长介绍，蔬菜在生长过

程中常常会遭到虫害，尤其夏天气温高，害

虫易繁殖。菜农会喷洒农药防治害虫，使用

农药喷洒蔬菜时，约有10％的农药洒落在

蔬菜上，其余的则落入土壤或飞散到空气

中。附在蔬菜上的农药，通过渗透作用扩

散到叶茎、果实和种子等部位；落在土壤中

的农药，也可再度经根系吸收而进入蔬菜之

中。这些农药在生长中的植株里，有些相隔

一定时间会被分解消失，有些农药如甲胺磷

则较难分解。若农药的浓度过大，人们误食

后，易造成有机磷农药中毒。

怎样躲开含农药残留的蔬菜呢？确保

老百姓食用的蔬菜安全呢？为消除大家对

农药残留的疑虑，南宁市蔬菜研究所实施

了“一个小时教育，二十分钟操作，对五

大人人群培训，确保吃上放心菜”的科普

项目，即通过设立一个“农产品质量安全

科普知识教育室”，在教育室内全面展示

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并配备专人讲授。

而后，进行二十分钟的手工快速检测农药

残留操作，对五个重点人群（学生、家庭

主妇、饭店采购人员、蔬菜市场流通人员

及检测人员）进行农药残留速测培训，使

广大老百姓进入这间教室后，就知道如何

吃上“放心菜”。 

南宁市蔬菜研究所自2011年起，面向

学生、市民进行农残检测技术培训活动20

次，科普累计达1000余个家庭。通过抽样

调查发现，经过培训的人能够正确说出蔬

菜主要污染有农药、硝酸盐、重金属、大

肠杆菌等，并能应用“酶抑制法”检测蔬

菜中农药残留是否超标，这个科普活动项

目深受大众的好评。

　　

现实虚拟结合，网上种菜吸引人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上种菜已成为

时下一种时尚的休闲方式，只要鼠标轻轻

一点，就能在网上拥有一片自己的菜地，

虽 说 是 虚 拟 的 播

种、施肥，但也能

让网上的“地主”

们享受到丰收后的

喜悦。基于此，南

宁市蔬菜研究所也

与时俱进，建设了

通过计算机来学习

蔬菜种植全过程的

网上种菜程序，具

体操作方法是利用

已有的28㎡的蔬菜

科普展示室，配置触摸屏、电脑、投影

等设备，模拟QQ农场方式，在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让学生在30分钟内完成（虚

拟）种菜体验，并学习蔬菜质量安全检

测等知识。

在“e菜园”界面上，施肥、打药、浇

水、搭篱、整枝工作以固定图标方式出现，

点击后有几个选择，游客可以自行选择点

击处理；而各种相关植物的知识点也是由

图标来提示，点击打开后，有文字及图片说

明，对相关知识点感兴趣的人可以反复点击

阅读；在电脑上，可实现全程蔬菜智能化生

长，比如整地、播种、出苗、培土、施肥、

打药、浇水、搭篱、整枝、开花、膨大、转

色、成熟、检测等蔬菜生长的各个过程。

培训、体验相结合农业科普近身边
有了好的创意之后，如何将科普活

动推广开来？南宁市蔬菜研究所利用本

所的科普教育资源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

件，与南宁市多家中小学校达成科普教育

合作协议。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科普教育

基地开展农业科普学习培训和种菜体验活

动，蔬菜研究所也组织专业科普技术人员

定期开展“科普进校园，进社区”活动，

将蔬菜研究所丰富多彩的科普知识展示

给大家。此外，蔬菜研究所定期在蔬菜

基地召开蔬菜优良新品种推介会，在推介

优良新品种的同时也向人们推广“DIY菜

园”“e菜园”等先进科普理念。

在宣传上，南宁蔬菜研究所积极参

加广西壮族自治区及南宁市组织的科普

宣传大型活动。同时，定期组织研究所的

工作人员在南宁市范围内开展科普知识宣

传活动，通过免费发放专门的科普宣传小

手册和资料、展示科普挂图和蔬菜科普标

本，现场演示蔬菜农药残留检测，显微镜

观察蔬菜标本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宣传科普

文化知识和研究所的科普活动项目，以吸

引更多的都市人走入田间。

在“e菜园”中体验仲裁的乐趣

1000
余个

南宁市蔬菜研究

所自2011年起，

面向学生、市民

进行农残检测技

术培训活动 2 0

次，科普累计达

1000余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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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者说|

培养青少年科学意识

目前，观光农业在国内遍地开花，

然而经营成功的实例却很少。据有关资

料统计，我国90%以上农业观光园长

期处于亏损状况，即使没有亏损也大多

处于惨淡经营的困境。一方面农业观光

旅游、农业科普教育有着广泛的社会需

求，另一方面国家花巨资建立的农业观

光园却效益低下、难以为继，这个矛盾

的产生固然有体制等深层次原因，但观

光园目标定位不清，管理经费无保障，

人 员 不 稳 定 ， 生 产 成 本 过 高 ， 缺 乏 文

化、科技支撑等也是主要原因。

南 宁 市 蔬 菜 研 究 所 的 “ 放 心 菜 ”

主 题 科 普 活 动 依 托 专 业 科 研 事 业 单 位

|特色&效果|

接地气，种菜乐，有机蔬菜、科普知识齐收获

正如教育专家所言：“人们不能只

在课堂上接受科普教育，从自然中学习

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方法。” 

南 宁 市 蔬 菜 研 究 所 所 长 韦 星 光 介

绍，该所启动的南宁市“都市菜园”科

普 教 育 基 地 项 目 建 设 收 效 显 著 ， 通 过

开展各类农业科技试验田、DIY科学试

验，展示蔬菜新品种、新技术，开放组

培、农检中心实验室，开展DIY科学试验

操作、“放心蔬菜”认养等，为广大青

少年提供一个学习农业知识的场所，打

造特色鲜明的“蔬菜主题”乐园，成为

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收到了很好的预

期效果。一位带孩子来种菜的母亲表达

了不少家长们的心声：“种地有劳动强

度，但又不太大，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身

体的方式。还能让孩子亲近大自然，学

习种植、照料农作物，培养他们的劳动

意识。”

在“e菜园”中体验仲裁的乐趣

的科技优势，以试验基地为平台，面向

学生、市民开展蔬菜质量安全、种植及

营养等知识的宣传、普及，重点打造以

“e菜园”（电脑种菜）、“DIY（Do it 

yourself）菜园”“蔬菜质量安全检测

教育室”为核心的“放心菜”主题科普

活动资源包，有利于吸引公众注意力，

提高游客参与热情。并让青少年以亲自

动手参与的方式学习、培养科学意识，

推进青少年科技活动的进一步深入，把

科普工作特点与“基地”的职能有机结

合 起 来 ， 打 造 特 色 鲜 明 、 区 内 一 流 的

“蔬菜主题”科普教育基地。另外基地

交通方便，距离市区近，可乘公交车直

达园区，在与其它园区的竞争中占有一

定优势。

研究所在展会上受到关注的有机蔬菜种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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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简介|

广西南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农业科技试验基地

位于南宁市安吉大道，集蔬菜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品种引进示范推广为一体，南宁市蔬菜科学研究

所先后被广西农业厅、广西科协、全国科协认定和命

名为“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全区“青少年科普教

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专家点评|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普

教育活动，选题好、创意好、策划

好、机制好、操作性强。活动介绍

表述完整、清晰，可以在类似基地

和观光农业园中推广、共享。

广西南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学生们进行蔬菜种植体验

科学的种植方式得到相关专家、领导的肯定

5
平米

“DIY菜园”菜地认养项目

根据认养时间分：菜地面积

5平米，认养6个月，费用

400元；认养12个月，费用

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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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案|

学习趣味十足的蔬菜知识具体活动内容及实施步骤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2011年6月18日

9:30—10:00
南 宁 市 蔬 菜 研 究

所安吉试验基地

南 宁 市 蔬 菜 研 究 所

技 术 员 ， 南 宁 市 市

民、中小学生

学习趣味十足的

蔬菜知识

技术员讲授农业科普常识；学生参观蔬

菜基地，识别植物种类;基地技术员解答

学生疑问

“快乐采摘”菜地认养活动——学会种植管理活动的内容及实施步骤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2011年9月

1日

10:00

南 宁 市 蔬 菜 研 究

所蔬菜试验基地

南宁市蔬菜研究所技

术员，南宁市市民、

中小学生

开 展  D I Y 菜 地

认养，“放心蔬

菜”快乐采摘等

活动，学习菜地

种植管理技术

蔬菜被认养后，基地技术人员教授市民施

肥、喷药除虫、整枝等蔬菜栽培技术

（1）施肥：学生们识别常用肥料，并进

行配制，给蔬菜施肥。

（2）喷药除虫：学生在技术员的讲解

下，识别常见植物病害，了解发生规律。

（3）除草：学生们在技术员的带领下，

进行中耕除草，学习相关技术。

（4）蔬菜整枝：学生们学习对基地蔬菜

的修剪整枝。

“放心菜”——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知识入门活动的内容及实施步骤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所需资源

2011年10月

30日上午

南宁市安吉蔬菜试

验基地蔬菜质量安

全检测教育室

南宁市蔬菜研

究所技术员，

南宁市民、中

小学学生、衡

阳路小学学生

了解农产品质量

安全知识;农残

快速检测操作

在教育室内采用多媒体讲

授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

食品安全法等内容；随后

指导学生、市民采用酶抑

制法进行蔬菜农药残留快

速检测操作

农残快速检测仪、

农产品质量安全知

识和食品安全法资

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