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教育培训 2019年12月20日 星期五

编辑：陈子璇 策划：刘鸿燕 孙眉 新闻热线：01084395140 E-mail：nmrbzhiyenongmin@163.com

资讯快递

江苏省海安市着力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近三年
举办农民创业培训 85 期，培训 9767 人，培养了一批能够做
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引领农民富的骨干和带头人。目
前，海安市农民素质大幅度提升，高素质农民呈现“五有”新
特征。

一有丰富的生产技术。多年的技术培育，使海安粮食
生产者掌握了系统的生产技术，并在市区镇256名技术人员

“保姆式”贴身指导下，按照无公害绿色等优质农产品生产
标准生产，在市场上拥有较高声誉，拥有有机大米品牌2个，
绿色大米品牌7个，“海安大米”成为江苏省地理标志产品。

二有高效的管理手段。全市 20 亩以上种粮大户 776
个，承包 20万亩粮田，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取得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2.4亿元。

三有强壮的产业基础。全市374个家庭农场，农机保有
量6万台套，其中拥有631台烘干机，保障了规模农业、高效
农业健康成长。

四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一是对接城镇社会保险。鼓励

高素质农民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按规定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市财政给予30%-50%社会保险补贴，连
续补贴 3年。二是参与农业政策保险。有农业政策保险作
保障，化解了农业生产所面临的较大自然风险。同时，政府
还给予一定比例的保险补贴，以减轻农民负担。

五有超前的现代理念。每年 200人的农产品电子商务
培训催生了网上粮食销售热潮，目前全市建有粮食类电商
16个。加快物联网及飞机防治病虫害技术应用，全市现有
无人机65架。

据了解，2013-2016年间，海安市农业农村局以年轻的
村干部和后备干部为对象，与南通科技职业学院联合招生
培养园艺技术大专班学员4期208人，2019年又选送88名家
庭农场主参加植保和园艺大专学习。积极组织种植、养殖
大户参加国家和省市级培训班学习，已累计培育 4000 人。
采取集中理论教学和田间实践课堂相结合，让一些成功的
典型人物现身说法，深入开展互教互学活动。

杜明军 徐建华

四川丹棱
农民带头人果园学开割草机
□□ 刘敬宗 文/图

“今天现场观摩和体验了果园割草机之后，我感受到机械化和
现代农业才是我们的真正出路。”四川省丹棱县丹棱镇板桥村一组
的高素质农民赵刚说。近日，丹棱县农业农村局科技人员在丹棱镇
红石果园演练示范最新引进的自走式割草机，来自全县水果产区的
专业大户十余人踊跃上手体验。

“这个割草机最大的优点是操作方便，一个人使出不到一公斤的
力量，就可以让机器在果园里任意行走，所到之处被割的草全被粉碎
成3-5厘米的短节，直接还园腐熟成有机肥。”高级农艺师袁兴亮说。

生草栽培是果园生态健身栽培的重要措施之一。但若让杂草
任意枯荣，都会给果园管理带来不便。而在杂草即将枯亡时，采用
割草机将其清除、粉碎，可以加快杂草腐熟，有利于果园养分循环利
用，也方便农民果园管理。

“这个机器好使。”大学就读机械专业的高素质农民孙波说。他
在亲手操作之后，对操控手柄可以任意移动的设计赞不绝口。他还
发现，操作者停站在果树行间，只需移动操控手柄就能让机器钻进
果树下面，给被果枝遮挡的地面除草。

张不卖水果专合社的张燕丹是位身材瘦小的女大学毕业生，在
外打拼多年又返乡创业，是当地高素质农民之一。她看见大家操作
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也上阵试了试，发现自走式割草机果然灵活。赵
刚同样是在外务工18年又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学生，他深有体会
地说，使用现代农业机械能让农业生产更加高效便捷。

江苏海安
高素质农民呈“五有”新特征

“今年咱家就要脱贫了，年初时，咱夫妻俩就制定了科
技脱贫竞赛项目：我种百香果和油茶，她养鸭、鸡。到年底，
比比谁以科技手段挣钱多。”广西藤县藤州镇古达村的贫困
户龙友荣说起和妻子的科技脱贫竞赛，黝黑的脸庞露出腼
腆的笑容。

今年初，龙友荣种植了十余亩黄金百香果，现已进入采
摘期，收入 3000多元。“挂的可是科技果呢！”龙友荣心里那
个乐呀，从栽种到田间管理、施肥、保花保果都有县农技员
和农技书本的指导。龙友荣说，除了种植百香果，他还在山
上种植了十多亩油茶苗，三四年后就可以见到效益了。

龙友荣的妻子徐文微也不示弱，她说：“我养了500多只
鸭子，年底就可以出栏了，收益也不会差！”

如今在藤县，像龙友荣夫妇一样靠科技种养的贫困户
还有很多，他们以科技作支撑，引领其他贫困户抱团脱贫致
富，合奏脱贫致富曲。

今年以来，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藤县为全面调动贫
困户夫妻特别是年轻的贫困户夫妻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出
台了思路引领、资金扶持、技术培训等一系列优惠扶持政
策，鼓励大家在种植、养殖等行业率先发展。将引导年轻的
贫困户夫妻学科技、用科技纳入新农村建设主要内容，依托
科技下乡、农家书屋等阵地，举办种养、种植等各类技术培
训班，传授先进的科技知识，使他们能够掌握一至两门的实
用技术。这些贫困户靠学到的技术，搞起了特色养殖、种养
经济作物，使学科技、用科技、科技致富新风日盛，涌现出一
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贫困户，成为带领其他
贫困户共同脱贫致富、建设新农村的“领头雁”。

截至目前，藤县已涌现出 3000多对靠科技脱贫致富的
“科技夫妻”。这些比翼齐飞的“科技夫妻”，除了齐心协力
脱贫致富外，还带动全县近万户贫困户依靠种植、养殖等走
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黄群礼

广西藤县
“科技夫妻”合奏脱贫致富曲

高级农艺师袁兴亮在果园示范操作割草机高级农艺师袁兴亮在果园示范操作割草机。。

实训课堂

□□ 陈胜伟 徐寒建

“一笔一画绘蓝图，一砖一瓦成妙景。”不
久前，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赴浙江省宁海
县胡陈乡梅山村驻村设计团队的师生，收到
当地干部群众送来的锦旗。原来，今年暑假
期间，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6名师生为梅山
村的村容村貌和部分农家庭院进行了公益设
计和施工，让全村面貌焕然一新，所以村民送
来锦旗表达感谢。

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园林、建筑学、旅
游管理、城乡规划等专业的 14位教师和 37位
研究生、本科生，今年暑假期间组成了 6 支园
林艺术设计团队，应邀前往宁海县强蛟镇、长
街镇、胡陈乡、深甽镇、西店镇、黄坛镇 6 个乡
镇的定点村，驻村为当地村容村貌、乡间道路
以及农家庭院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经过一
个多月的努力，师生们结对服务的乡镇农村
环境更美了，村道更整洁了，传统村落文化的
呈现更加丰富。

校地协同合作
艺术振兴乡村

近年来，“艺术介入乡村”正逐渐成为乡
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初，宁海
县提出“艺术振兴乡村”理念，探索艺术设计
与农村生产生活相融合，激发村民建设村庄、
参与艺术创造的内生动力。宁海县文联等单
位还专门找到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希望
开展校地协同合作，借助高校力量，提升村民
审美和创造力。

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设有风景园林学
等4个一级学科，成立有“风景园林·美丽乡村
研究中心”，曾先后组织师生完成杭州湘湖南
岸景观设计、杭州青山湖环湖绿道设计等重
要项目。师生们认为，乡村是一个生活共同
体，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力量“凝聚枢纽”和发
展“风向标”，只有乡村文化振兴，才能树立乡
村文明新风，建设和谐美丽乡村。

“乡村文化资源既是乡村宝贵的文化财
富，也是重要的经济生产要素。但是，有的乡
村在治理过程中存在同化现象严重、城市景
观泛滥、文化品牌打造牵强且内涵不足等状
况，产生了单调乏味又缺少文化风情的现
象。因此，我们大学师生在发挥城乡规划设
计方面具有优势，助力乡村振兴应大有可
为。”实践团队指导老师徐达表示，出发之前，
师生们对校地协同、推进宁海乡村文化振兴，
就已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说干就干，暑假还没有开始，浙江农林大
学园林学院就在全院招募志愿者，师生报名
十分踊跃。最终根据宁海县的需求，学院选

拔 51 名师生，前往宁海县驻村开展文化艺术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倾听村民心声
驻村设计施工

在暑期服务期间，师生们吃住在村民家
里，从农村、农民的需求出发，为乡村发展整
体谋划，提升乡村文化内涵。有的以乡村环
境改造进行总体规划，凸显乡村特色。有的
从农村的文创资源出发，激发乡村主体的文
化意识和动力。有的对传统手工艺进行挖
掘、梳理、植入，形成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有的根据农户实际需求，免费为他们设
计庭院。

师生们边调研、边思考、边设计、边施工，
让一个个农村的文化艺术载体“活”起来。在
宁海县强蛟镇上蒲村，如何体现“乡愁”，是该
村一直在摸索的问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团队的师生白天走村入户与村民交流切磋，
夜晚碰撞思想赶制方案。

与此同时，大家不断倾听搜集小村故事，
深入挖掘乡村历史人文底蕴，发挥自身特长，
探寻乡村核心文化元素，最终以“姥姥家的记
忆”为切入点，进行了村庄两侧农家的艺术改
造，借用“乡愁”元素，打造并激活了上蒲村文
化振兴“一池春水”。

“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大学生，把我家院子
搞得这么漂亮。”林玉仙是“姥姥家的记忆”女
主人，她表示，自从大学生把院子重新设计改

造过后，洗衣池、杂物间使用起来更加随手，
外村亲戚更喜欢来小院串门，即使孩子们不
在身边，她也不觉得太孤单。常与花草美景
相伴，“姥姥”整个心态年轻了许多。

村民金校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园艺爱好
者，原本就在自家庭院种满了花卉和绿植。

“听说大学师生免费上门设计，乡亲们都乐坏
了。我和邻居第一天就领着他们四处转，初
步商议各个庭院都选哪种特色和创意。”回忆
起几月前的那些“邂逅”，金校明笑呵呵地。
他说，自己虽然爱好花艺，却苦于缺乏专业知
识。是在大学师生指导设计下，家里的庭院
布局变得层次分明，美一下子就蹦了出来，

“国家这两年抓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我们农
民也要努力。现在，我就像生活在美丽的花
园里。”

播种文化知识
在服务中成长

通过参与村庄设计，学生们学以致用，也
得到了成长。风景园林专业的研究生陈雯、
李一芳很兴奋地说：“在与村民的交流中，很
多的设计构想得到了认同，课堂上所学的知
识在这里很快转化为实际成果，让我们非常
有成就感。”

“实践中，不仅仅懂得风景园林专业是干
什么的，还坚定了我学好这个专业的决心。”
风景园林 182 班的刘诗怡说，驻村工作期间，
他们有方案讨论和思考的认真勤恳，有方案

不被接受的苦恼，也有看到村民露出满意笑
容后的幸福。“当创意变成现实，带给我的不
只有满足感和幸福感，更有责任感。”她年轻
的面庞，因思考而坚毅。

即将考研的孔雨爽表示：“这是一次我最
难忘的暑假，蜜色的天空，徐徐的海风，焦香
的烤土豆，淌着汁水的西瓜，沾满颜料的手
掌，还有就是村民们脸上质朴的笑容。”这是
他第一次参与这样“落地”的专业实践，从一
开始手足无措，到水泥抹灰的砖墙上绘出极
具海洋特色的水彩画，粉刷过的白墙贴上彩
绘的陶罐，细长的竹篾弯成了鱼的形状，村庄
和庭院于宏大及精微处每一点改观，都坚定
了他和同学的专业信心。

大三学生杜煜瑶也是第一次为村庄做庭
院设计，回首这次暑期实践，她说，当看到自
己的设计真正变成园林景观，看到能利用暑
假为乡村振兴做些事情，她非常开心。而施
工过程中暴露出的设计缺陷，提醒了她在今
后的专业学习中还需做哪些努力。现在，对
未来职业方向的考虑，正在她心中逐渐成形。

“有风景的思政课”
引导学生志存高远

师生们在宁海县的公益活动，得到了宁
海县委县政府、乡镇和村民的充分肯定。
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在微信朋友圈发
帖，感谢师生们助力宁海乡村振兴。强蛟
镇党委书记叶挺说：“师生们驻村创作不仅
让乡村美丽起来，更让艺术的种子深植于
乡村开花结果，为乡村振兴插上‘隐形翅
膀’，提升了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助推乡
村全面发展振兴。”

面对师生们的努力，浙江农林大学园林
学院党委书记王欣表示，乡村文化产业具有
资源优势、产业融合优势及政策优势，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他说，在乡村
振兴这个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园林学院将积
极响应总体要求，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组织
师生探索多元模式与有效路径，在实践中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助力农旅文化产业向纵深
发展。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美丽乡村建设更需
要我们大学生助力。”王欣说，在服务宁海县
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同学们深入农村、服务农
民，通过这样的方式，学院把思政小课堂与立
德树人、培育工匠精神大课堂结合起来，在专
业实践的同时，主动引导学生树立鸿鹄之
志。这堂“有风景的思政课”，真正践行了“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不仅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作贡献，也为学生今后更好地学习专业、服务
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山东省利津县汀罗镇重视高素质农民培训，农民学习新技术、
种植新品种风气浓厚。西瓜“早甜王”品种甜脆爽口，品质高售价
也高，广受消费者欢迎，前关村种植的300亩高品质瓜菜大棚已成
增收“聚宝盆”。图为前关村大棚内，游客小朋友被吊挂在空中生
长的“早甜王”西瓜吸引。 宋萍 薄纯民 摄

浙江农林大学师生为乡村振兴插上“隐形翅膀”——

庭院设计，让美丽乡村留住乡愁

今年暑假期间，师生与上蒲村村民切磋交流，如何将村庄装点得更美丽。 资料图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
及成果展在重庆召开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9年会日前在重庆召开，高职
院校技术研发与应用成果展同时举行。

展会设立协同创新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技术研发与成果及
企业项目落地等模块。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校长刘源现场手持一穗
玉米，向大家介绍“国审优质高产多抗玉米杂交种玉农 76”项目。
这个项目产品具有高产稳产优质多抗等特性，2019年通过国家审
定，已在河南、河北等7省市推广100万亩，实现增产6000万公斤，
增收9000万元，得到种植户认可。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齐锴亮博士通过监控设备，现场展示“光
伏智能温室”项目。目前，使用该项目技术的200平方米温室收获了
第一批绿色木耳，11千瓦屋顶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已发电2000多度。

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展台，院长贾俊礼表示，学校注重文
化传承与创新，通过建立农民培训基地定点扶贫、开办现代烙画技
能大师工作室、在线传播烙画文化等，每年培训 200多位农民，帮
助他们走上脱贫致富路。

据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秘书长任君庆介绍，成果展共
征集到来自24个地区、70余所高职院校的200余项技术研发与应
用成果。经专家线上评议，遴选出59所院校的180项创新强、应用
广、效益佳的优秀成果。经过综合现场展示效果和专家评选，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的精密模具开发、天津职业大学的可再生改性纤维
材料等20个作品获得“优秀案例奖”。 李晓秋

贵州道真县
百名农技专家基层解难题

“花椒修枝整形后要及时施肥，并做好秋冬季病虫害的防治”
“随着当前蜜源减少，我们要适当给蜜蜂喂养糖水或蜂蜜”“这段时
间，牛容易长寄生虫，要及时全面驱虫”……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贵州省道真自治县农技队伍工作热情高涨，他们
纷纷打起背包，深入生产一线，现场指导种养技术，为群众解难题、
支实招、办实事。

隆兴镇永红村村民邓吉芳养了22桶蜜蜂，最近发现不少蜜蜂被
马蜂咬死，心里急得团团转。“怎样才能防止马蜂进入蜂桶？”“冬天
怎样才能不让蜜蜂被冻死？”……见农技专家团队到来，邓吉芳迫不
及待地询问起来，县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中心综合股股长韩贞位认
真察看后，耐心地给他讲解了蜂桶蜂楼制作、蜜蜂越冬等知识。

“一家人的收入就靠着蜜蜂，本以为这样下去，等不到多久全
泡汤了。专家们的指导真是及时雨，听了韩股长的讲解后，我对养
蜜蜂更有了信心。”邓吉芳心情放松了下来。

截至目前，该县14支专家团队共开展农技培训100余场次，累
计帮助1000余人解决了技术难题。 韩克超

农业科研杰出人才高级研修班
在上海举办

12 月 16 日至 18 日，由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主办的 2019
年农业科研杰出人才高级研修班暨管理工作座谈会在上海举
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多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全国杰出青
年农业科学家及相关部门人员就科技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农业
科技与经济的融合以及农业科技产业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
讨交流。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汪学军在座谈会上强调，乡村
振兴要依靠创新驱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走出一条从
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新旗帜，是农业科技界需要认真思考和把握的重大问题，也
是农业科技工作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体现在农业科技创新、成
果推广应用及农业农村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大家还表示，服务农业产业、突出解决重大问题是农业科研
杰出人才的核心使命，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学术讨论和评论，
坚守诚信底线，严格履行科研合同义务，守住学术道德底线，敢
于担当作为，主动面向现代农业建设主战场，深入田间地头、农
户家中、企业园区等生产一线，察民情、接地气、解难题，继续发
挥行业引领作用。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大力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
充分发挥了培育大专家、建设大团队、产出大成果的作用，取得
了一批面向世界前沿和服务产业发展的科研成果，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已成为农业领域人
才培养工程的知名品牌。统计表明，农业科研杰出人才作为第
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91 项，约占农业领域国家科技奖项
总数的三分之一。

研修班学员们表示，本次研修班内容丰富，为大家创造了难得
的学习交流机会，要加强业务学习、创新方式方法，提高战略思维
和协同协作的能力，紧跟国际农业科技发展步伐，为推进农业现代
化建设再立新功。 本报见习记者 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