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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朝和 张学军
通讯员 王春燕 闫文静 摄影报道

“这种萝卜是我们种植的新品种，它味道鲜
美脆嫩，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煮熟了吃，还可以
用来制作泡菜。”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万春镇和林村卓豪生态农业科创园，农业技术人
员陈玉波一边展示着萝卜新品种，一边给前来调
研的西南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博士服务站（以下简
称“博士服务站”）师生热情讲解。

作为博士服务站的一员，西南财经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伍骏骞对这片萝卜种植基地再熟
悉不过了。从2023年开始，他和10多名专注农
业经济研究的博士教师、博士研究生一道，深入
温江乡村一线，就种子产业振兴、乡村文旅转型
升级等课题开展调研。两年来，他们将所见所闻
凝练成多份调研报告和决策咨询报告，为温江农
业经济转型提供了直接推动力。

同样是在冬日时节，在距离温江区万春镇
400多公里的金川县勒乌镇，另一群由西南财经
大学博士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组成的调研团队，正
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为金川县牦牛养殖等产业
发展方向“把脉问诊”。

金川县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南部，地
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有着“雪域江南”的美
誉。丰富的高山草场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天然优
势。金川牦牛以其强健的体格和卓越的耐寒能
力，成为当地藏族牧民的“致富牛”。在蹲点调
研中，博士服务站成员、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
李雪峰和团队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尽
管金川牦牛品质优良，但金川县交通环境的闭
塞和牦牛产业链的不完善，导致这一优质土特
产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遇冷”，阻碍了其产业
的持续壮大和发展。面对这些挑战，李雪峰及其
团队期望运用他们在农业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优
势，为金川县牦牛产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切实可
行的解决方案。

基于博士服务站师生调研发现的牦牛产业发
展难题，当地政府开启了金川牦牛多样化经营，
并对实施现代化养殖技术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
指导，有效提升了当地牦牛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
2023年，西南财经大学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
区、自贡市沿滩区、德阳市中江县、绵阳市北
川羌族自治县、巴中市通江县、乐山市马边彝
族自治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启动建
设7个博士服务站。这7个县自然资源独特、
社会条件各异、文化资源丰富、经济特色鲜
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堪称服务乡村
振兴的“大舞台”。

两年来，从盆地到丘陵，从藏区到彝区，从
粮食产区到革命老区，60多名有着农业经济
学、产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等学科背景的博士
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围绕粮食、生猪、牛羊、蔬
菜、水果、花椒等开展跟踪研究，形成调研报
告、政策咨询报告40余万字，为乡村振兴和地
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作为
西南财经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生，刘涛多次跟随
博士服务站前往成都、巴中、自贡等地开展农村
经济发展蹲点调研，亲身体验到各地农村在特色
产业发展等领域存在的迫切需求。“只有深入基
层一线，我们才能将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经
济发展紧密结合，使专业技能切实服务于乡村振
兴和地方经济建设。”刘涛说。

西南财经大学师生奔赴7个区县服务乡村产业振兴——

村里来了博士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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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綦临
社区，博士服务站师生向村民陈素
群（右）了解集中搬迁安置后的就
业、生活等情况。

▲在成都市温江区南美农业园
区，博士服务站师生了解当地特色
花卉产业。

▲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帮扶下，金川县独松乡嘎伍岭
村的花椒种植成了村民们新的“摇钱树”。

▲在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鲁家
滩片区，博士服务站师生围绕乡村
文旅转型升级等主题开展调研。这
是当地一家农家乐的员工正在为正
式开业运营做准备。

▼在金川县河西乡，博士服务站师生走进
当地粮蔬现代农业园，了解当地“土特产”雪
梨的产业链建设和市场销路。

▼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独松乡，
博士服务站师生在西南财经大学定点帮扶村
嘎伍岭村，为当地农产品的市场化运营提供
专业建议。

▼在金川县勒乌镇，博士服务站师生来到
二甲村牦牛养殖基地，围绕牦牛的产品附加值
及市场拓展进行调研，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牧
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和林村，西南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博士服务站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围绕萝卜的市场拓展问题与村民陈才康（右二）进行深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