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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人才助振兴乡土人才助振兴

本报讯 （孙欢婷 梁红
王楠 记者 黄河） 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近年来，兴平市东
城街道努力打造产业兴盛多
元、村民生活富裕的新图景，
让小蘑菇释放“大蘑力”。

1 月 8 日，记者走进正东
村蘑菇大棚内，密密麻麻的菌

棒整齐地排列着，长势喜人。
工人们正在采摘、装筐、运输，
一派繁忙景象。

吴海涛是东城街道正东
村的蘑菇种植大户，他种植蘑
菇已有 10 余年。大棚种植蘑
菇不受季节限制，生长速度
快、生长周期短，一个菌包至

少可以采摘 4 茬~5 茬。经过
他的精心种植、栽培和管理，
每座大棚每季可产 1 万公斤
左右，市场销售价格每公斤 4
元左右，经济效益显著。

“我现在种植了 32 座大
棚蘑菇，一天有十几名工人采
摘，他们都是我村子的。一天

能采 1000 筐，下午采出来了
就发往全国各地，一年四季都
有蘑菇。”吴海涛高兴地说。

西安润家华联超市采购
员王长锐说：“我们在正东村采
购蘑菇已经3年了。这里的蘑
菇质量好，受到顾客的欢迎，回
去以后也能卖上好价格。”

小蘑菇释放“大蘑力”

本报讯 （刘亚妮 韩斌 记者
黄河） 1 月 7 日，记者了解到，近
年来，旬邑县大力实施高素质农
民培育工作，在重点产业、重点领
域，重点培养一批高素质领军人
才，发展壮大产业。目前全县共
培育高素质农民 1870 人，其中产
业大户 1477 人，发展新型经营主
体达 284 家。全县高素质农民“组
组有”村级覆盖率达 84.9%，组级
覆 盖 率 达 80.2% ，为 全 县 产 业 发
展、农业技术普及和推广培养了

一批领军技术人才。
旬 邑 县 以 政 府 主 导 、基 地 参

与、合作社推荐，村组农情信息员
配合的方式，从多角度、多渠道开
展 调 查 摸 底 、数 据 统 计 等 工 作 。
建成高素质农民培育“组组有”学
员电子档案，全面掌握学员基础
资料信息，建立台账，实现培训人
员动态化管理，为开展培训实现

“组组有”提供科学依据。制定了
《高素质农民培育“组组有”五年
行动规划》，引领带动全县高素质

农民培育工作，立足产业抓培训，
精准施策补短板，确保了高素质
农民培训实效。

按照“就地与就近相结合、分
级与分类相结合”的原则，旬邑县
采取“分段式、实训式、参与式、服
务式”有序开展课堂培训、现场教
学、拓展教学等活动。采取“教师
讲授与课堂互动相结合、集中理
论学习与参观实践相结合、实训
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以及

“田间课堂+网络教学”相结合模
式，确保学员可以通过“一对一”
帮扶指导和网络进行学习。

旬邑县依托县级农广校“一主
多 元 ”的 主 导 地 位 ，凝 聚 科 研 院
所、农技推广机构成立旬邑县高
素质农民培育学院，建成标准化
教室，完善各项配套设施。利用

陕西第一季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农
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经
营主体建成田间学校，开展各类
农民培训、带动帮扶、实践操作各
项工作。村级以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载体，搭建“田间课堂”，以“土
专家”为师资团队，全面开展培训
工作，目前全县建成村级田间课
堂 151 个，覆盖率达 84%，培训“土
专家”师资 138 名，为“组组有”实
现打下了坚实的培训基础。

旬邑县以高素质农民为主要
队伍，以微信群为平台，成立高素
质农民“农情信息员”体系。主要
解决一时想学又没有条件学，知
识点不足等问题，以及宣传培训
日常农业服务小知识、农业灾害
性预报等。目前全县农情信息员
已经有 243 名。利用农业农村频

道、农村远程教育网、“云上智农”
App、农业科教云平台上的节目和
教学资源，开展在线培训、在线学
习、在线答题，实现培训效果最大
化。

同 时 ，旬 邑 县 与 农 行 旬 邑 支
行、邮储银行旬邑营业部等金融机
构签订合作协议，给予已认定的高
素质农民专项金融信贷扶持、优惠
政策扶持等金融服务，全县共 200
多户高素质农民享受信贷扶持政
策，共信誉贷款3000 多万元。

目前，旬邑高素质农民创建各
类新型经营主体 284 家，已成为旬
邑农业发展的“领头雁”。通过政策
支持帮扶，先后建成旬邑县盛弘养
鸭基地、旬邑县川盛果业基地、陕西
第一季果业基地、陕西石门生态农
业基地等13个示范基地。

旬邑：培育高素质农民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隆 冬 时 节 ，正 是 粉 条 加
工的最佳时机。1 月 1 日，在
延川县大禹街道虎白山村的
粉条加工厂里，有着 30 年漏
粉经验的老师傅们一大早就
开始忙活起来，磨浆、沉淀、打
芡 、和 面 、漏 粉 、洗 粉 、晾
干……大家围在 灶 火 旁 ，分
工明确，每一步都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

只见一位老师傅将铁漏
瓢塞满土豆淀粉糊，伴随着有
节奏的敲打，淀粉糊从漏瓢底
部的孔洞里流出，拉出细细长
长的“丝线”，跌落进滚烫的开
水里。“丝线”在铁锅里快速受
热，成为半透明状的粉条。另
一位老师傅将成型的 粉 条 用
长 筷 子 打 捞 到 锅 台 边 的 冷
水 缸 里 ，快 速 冷 却 ，增 加 韧

性 。 最 后 一 位 老 师 傅 将 粉
条清洗打理齐整，然后用一根
木棍撑起来，搭到架子上把水
沥干，拿到院子里的架子上晾
晒入窖。在大家的通力合作
下，晶莹剔透的粉条便展现在
众人面前。

“ 我 们 村 的 粉 条 特 别 筋
道，平时炖猪肉翘板粉、做粉
条酸菜包子、酸辣粉、涮火锅，
非常不错。我们现在尝试通
过多种渠道，包括线上互联网
平台，把粉条给大家分享出
去，让更多人品尝到传统的手
工漏粉。”虎白山村党支部书
记任月平向记者介绍。

截至目前，虎白山村土豆
产量达 120 万公斤，粉条加工
产业已初具规模，预计年收
入可达 50 万元。2024 年，虎
白山村计划将马铃薯种植面
积进一步扩大至 1000 亩，实
现村民人均单项纯收入增加
4800 元的目标。

“ 我 们 村 素 来 有 种 植 土
豆、加工土豆粉条的传统，今
年 我 们 村 成 立 了 粉 条 加 工
厂，充分调动了闲置劳动力
的积极性，真真切切增加了
村民收入。”任月平称，“另一
方面，我们要把传统漏粉工
艺一直传承下去。”

粉条加工忙 致富路正宽
本报记者 王东宇 通讯员 袁妞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通讯
员 梁轶 胡晓黎 雷蕾）“贴上这
个气候绿标签，我的五味子价格上
涨了近三成。”1 月 10 日，洛南县煜
正中药材合作社负责人李向民指
着自家五味子上贴的气候品质标
签高兴地说。

近日，省农业遥感与作物气象
服务中心与商洛市气象局联合完
成洛南县连翘和北五味子两种名
优中草药气候品质认证工作。此
次认证工作为洛南两项中草药气
候品质认证增加了标识、证书、溯
源二维码等信息，显著提升了洛南
连翘、五味子等名优中药材的农产
品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我省气
象部门的这项气候品质认证工作，
为地方中草药产品溢价提供了重
要技术支撑。

秦地无闲草，商山多灵药。商
洛是全国有名的优质中草材产区，
据统计，全国《全国中草药资源汇
编》收录的 2002 种中草药中，商洛
就有 1192 种，其中 265 种被列入
新版《药典》。十大“商药”丹参、
连翘、五味子、金银花等大宗道地
中药材因量大质优而位居全省前
列，畅销全国且有部分出口。

2015 年以来，省、市气象部门
农业气象业务人员联合致力于金
银花、连翘、五味子等名优中药材
气候品质认证评价技术研究，通过
多年来主要中草药品种的生长观
测 、实 地 调 查 取 样 、资 料 统 计 分
析、评价指标选取、认证模型构建等工作，已形
成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商洛名优中草药气候品
质认证评价技术与方法体系。

目前，中草药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工作已成
为促进农户和其他管理组织者提高生产与管理
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可靠方式和重要手段，
也是从源头上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指导消费、
保护环境和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选择，显著提
升了我省中药材农产品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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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在咸阳市秦都区双照街道府南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温室大棚内，果农正在对草莓进行管护。

据了解，该合作社建成了集农业生产、销
售、加工、贮藏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可带
动当地群众参与种植，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何城城 摄

1 月 10 日，在陇县东南镇

梁家村果园里，果农正在修剪

果树。

眼下，正值果树田间管理

的关键季节，陇县果农不误农

时，深入果园进行清园、涂白、

整形修剪、浇水等，开展冬季

果园标准化管理，确保来年丰

产丰收。

通讯员 梁会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