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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显萍 刘振远

“一斤桃子卖10元，真是没想到！”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农民王站锋

赶往孟津县魏家坡村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参加农产品展
销，所带去的一车大桃不仅短短半天时间里就被抢购一空，还卖
出了出乎意料的高价。

而 3 年前，他种的桃子还只能卖出 2 元/斤的价格，“不赚钱，
还愁销，日子也就刚刚过得去。”谈到如今卖出高价的秘诀，王站
锋嘿嘿一笑：“主要是参加农民田间学校培训后，使用了新的生产
技术，桃子又大又甜，再加上学会了分级营销，价格自然要比以前
高出许多。”

实际上，王站锋是洛阳市 2013年启动农民田间学校以来，全
市培育的4万多名高素质农民中的一位。近些年，洛阳市将农民
教育培训直接下移到农村田间地头，形成了以农广校为引领，农
民田间学校为依托，实训基地为基础的市、县、乡、村四级农民培
训网络。

作为农业大市，培育造就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对于洛阳市
乡村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具有重大意义。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
委书记李亚说：“我们以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全面
发展为导向，坚持产教融合、以教促产，构建起以农民田间学校为
核心的教育培训机制，带动全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再上新水平。”

课程安排根植种养一线

与不少农村一样，王站锋从小长大的新安县仓头镇张村村，
年轻人外出经商打工多年来一直是一种“时尚”，村里不少土地濒
临撂荒。

2014年，敢想敢干的王站锋流转了380亩土地创办千嘴山生
态园。他努力自学种植技术，却时常因种不出满意的水果而急得
直挠头。在参加完农民田间学校培训后，他恍然大悟：“原来水果
得这样种、这样销，才能打开市场。这次学习真‘解渴’！”

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当下，“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成为许
多农村不得不直面的一道现实考题。在洛阳市副市长王军看来，

“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培育一大批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
具备先进经营理念、热爱农业农村的高素质农民。农民田间学校
用接地气的方式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很好地满足了高素质农民对
于技术、管理、政策等的需求。”

经培训致富的王站锋没有忘记乡亲们，通过与市、县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合作，他将自己的合作社打造成农民田间学校的一个
实训基地。参加培训的农民，在张村村委会培训教室中学习完理
论知识，就能到实训基地里进行现场观摩与实地操作。

张村村 53岁的贫困户陈武德就是这样学会了花椒种植与农
用拖拉机驾驶技术。他农忙时接农机活、下地管理作物，农闲时
在王站锋的合作社里打工，“现在一年能有近5万元的收入，日子
越过越红火了。”

“农民田间学校，首先是农民的学校，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
位。”洛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裴万赢说，“我们与农业产业化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生态园区等建立合作关系，将农民田
间学校设在一些特色产业突出、带动能力强、高素质农民集中的
新型经营主体，如此，参加过培训的技术骨干手把手指导、创业能
人讲述创业经验，能更好地激发农民的创业热情。”

走进张村村委会培训教室，干净的桌椅摆放整齐，电子投影
仪、大屏幕、电视机等多媒体设备一应俱全。墙上挂着制度公示
牌和课程计划表，涵盖樱桃、花椒、石榴等种植技术，电子商务、休
闲农业等营销管理，以及产业扶贫等政策讲解。

据介绍，这是洛阳市推行农民田间学校“五统一”制度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全市所有农民田间学校均实行了统一挂牌、统一
编号、统一制度、统一布置、统一管理，由此来推动高素质农民教
育培训的规范化、常态化。

在“统”的同时，也有“分”。距张村村约40公里，新安县南李
村镇赵峪村种植大户王雪峰受到农民田间学校培训的启发，将原
来流转 500 亩土地的小麦-玉米轮作改为种植强筋小麦、有机小
米和红薯。“调整了种植结构，又发展粮食加工和品牌农业，现在
每亩地种出了过去两亩地的效益。”他告诉记者。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要靠农民来推动。像王雪峰这
样，受农民田间学校教育培训启发而根据市场需求自主调整种
植结构、担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体的高素质农民，在洛阳
还有许许多多。而今，王雪峰创办的合作社也成为农民田间学
校的实训基地，基地里教授的课程以粮食种植加工和农业结构
调整为主。

同是农民田间学校，为什么两所教授的主干课程大不相同
呢？洛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乔振刚解释说，因为两个村的资源
禀赋不同，一个适合种植水果，另一个适合种植粮食。“我们在农
民田间学校的选择和课程设置上，突出产业特色，一般一所田间
学校可以因地制宜确定 1个特色主导产业和 1-2个特色专业，并
根据培训班主题和农民特点，实行一班一案，分类设置培训课程，
特别注重规划符合农业转型升级需要的培训内容。”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设立的106所农民田间学校中，与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建设的有38所，与农业产业化企业联合建设的
有 32所，与家庭农场联合建设的有 3所，与种养大户联合建设的
有4所，与农业园区联合建设的有4所，与农技推广区域站联合建

设的有28所，基本涵盖了全市主要的农业产业类型。

抱团发展提升培育效率

刚刚夺得“河南省 2019 年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二等
奖”归来的史学涛的脸上难掩喜悦：“这几年真没白干，能得到这
么多专家和同行的认可，心里很高兴、干劲更足了。”

史学涛创办的洛阳辰涛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伊川县鸣皋
镇杨海山村的一座山丘上。走进这座占地 406 亩的肉牛养殖基
地，3000 多头安格斯牛在圆形牧场里安静地吃着饲草，时而“哞
哞”几声，像在哼唱一首低音小曲。

2017年，在北京经营建材生意的史学涛乘着家乡洛阳农村“双
创”政策的东风，返乡创办了牧业公司，发展肉牛养殖产业。作为一
个外行人，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成为掌舵公司发展的行家里手，在
他看来，“要感谢农民田间学校的培训，让我学习到许多养殖技术和
经营管理方法。”现在，农民田间学校就设在他的公司里，重点教授
肉牛养殖技术与管理，带动周边农户一起致富。

然而，肉牛养殖是一项技术活。如何更好地推动产业水平和
培训效率再上台阶，一直是史学涛念念不忘的心事。如今，公司
同伊川县人民政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合作成立伊
川肉牛产业发展研究院。依托这一研究院，不少高校专家亲自为
农民上课，还手把手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一位农民告诉记者：“我养的牛幼仔成活率不高，几位‘土专
家’给出的办法都不奏效。借助田间学校，我将问题反映给大学
里来的专家，他实地考察后和研究生们来了一次‘会诊’，按照他
诊后提出的方法做，成活率果然提高了。”

“农民田间学校容易出现专家资源缺乏、遭遇技术瓶颈等问
题，影响其功能的发挥。”裴万赢说，“这种政校企三方合作的模式
架起专家与农民之间的桥梁，有效破解了这一矛盾。三方资源的
集聚效应，加快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提升了高素质农民
教育培训的效率和水平。”

这种“1+1+1＞3”的集聚效应，还体现在农民田间学校之间
的联合上。在洛阳市农民田间学校联盟理事长、洛阳明拓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海看来，“分散在各乡镇各村的农民田
间学校，各具特色和资源，却往往实力较弱。把彼此分散变为紧
密结合，能实现相互学习、资源共享，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据了解，洛阳市农民田间学校联盟成立于2017年，当时由本市
38所农民田间学校发起。“联盟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负责人
基本上都是参加过农民田间学校培训且产业发展好、带动能力强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位。”赵海说。

小联盟发挥了大作用。从开展科技下乡，帮助20个贫困村发
展特色农业实现脱贫；到组织对外学习交流，为种植户统一提供
放心农资、技术服务和营销咨询；再到助力农业经营主体遵守行
业自律……两年时间里，联盟干了许多帮扶普通农户的好事，抱
团发展的优势越来越凸显。

乔振刚告诉记者，联盟承接了市内外高素质农民培育6000余
人次，帮助参训农民办理商标注册和绿色食品申请30多个，并为
40家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技术和咨询服务。

跟踪服务巩固培训成效

伊川县酒后镇路庙村路氏精品葡萄庄园女主人路素琴和丈
夫“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创业故事，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刚开始搞葡萄种植，路素琴的想法其实
很简单，“自己赚点钱，带着乡亲们也赚一些，日子都好起来。”

这种小富即安的想法束缚着她的手脚，直到参加完农民田间

学校教育培训后才发生转变。“听完市农业农村局领导讲解农业
政策和发展趋势后，我才有了信心，立志干出一个精品产业来，带
动我们村和周边村一起振兴。”当谈起第一次在农民田间学校听
课的感受时，她如是说。

现在的路素琴，已经开始了打造葡萄田园综合体的长远谋
划。为此，她经常咨询当时的授课老师，也常常去农民田间学校
随堂听课，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老师还常主动联系我，询问我综
合体进展情况，县农业农村局也主动给我提供帮助。”

“集中式教育培训是短期的，能不能出实效、出长效，要看有
没有后续持久的帮扶和服务。”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洛阳市
分校校长马会丽表示，洛阳市开展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不是一
训了之，而是“扶上马送一程”，进行跟踪式服务，特别是在小额信
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洛阳农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颇十分赞同马会丽的
观点。他的公司发展苗木繁育、种植、精深加工、休闲农业等核桃全
产业链，并基于这一产业优势，承担起培育高素质农民的责任。

在公司的培训教室里，“农广书屋”格外引人注目。记者看到，
几位农民正围在桌前，认真地看着关于核桃种植技术的书籍。“这里
的多媒体、培训场地、学习资料都是公开免费提供给种植户的，不论
他们是否正在培训，都能来这里学习交流。”张文颇说。

据他介绍，公司每年组织核桃产业专项技术培训十几次、千
余人，承担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和创业孵化100余人。“农民创业
孵化需要的相应服务，市、县、乡政府和农民田间学校都会及时跟
上。”马会丽说，“我们还探索出‘专门机构+田间学校’‘田间学
校+创业训练’‘参与式互动式’等多种教育培训方式，适应更多高
素质农民的特点，让他们在产业链中成长、在服务体系中成熟、在
政策扶持中壮大。”

学员们在互动式教学课堂上学习交流学员们在互动式教学课堂上学习交流。。 资料图资料图

果树专家任宏伟在指导学员进行修剪果树实践果树专家任宏伟在指导学员进行修剪果树实践。。 资料图资料图

学员李萱萱看到她与父亲李应贤共同研发的沙梨硕果累学员李萱萱看到她与父亲李应贤共同研发的沙梨硕果累
累累，，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 资料图资料图

育 苗 成 材 播 雨 露育 苗 成 材 播 雨 露
——河南洛阳开展农民田间学校教育培训纪实

农民田间学校学员在伊川县辰涛牧业公司现场操作现代喂农民田间学校学员在伊川县辰涛牧业公司现场操作现代喂
饲机饲机。。 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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