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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9 月 23 日是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袤田畴，稻菽
飘香；山地林间，硕果累累。 金灿灿的收成上，写满了耕作
之辛、丰收之喜、劳动之荣光。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
国强。 纵观全市，在这无尽“丰”光之中，农民的笑容，正是
农强的表情。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五大农业主导产业，积极培育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农民， 加快提升农业劳
动者的从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持续为全市农业现代化发
展和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以加快培育“有
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为目标，一批
高素质农民正在茁壮成长。

据统计，我市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 18981 人，认定高
级职业农民 356 人，中级职业农民 985 人，省级高素质农
民领军人才 28 人。 在金秋九月的广袤农村，他们就是丰
收节里最生动的注脚。

大田农机显身手

眼下正值秋粮收获时节， 邹仁合每天都忙得热火朝
天，他的合作社里机械轰鸣声响彻不断。

2015 年， 邹仁合回到家乡平利县广佛镇成立平利县
农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专业从事中大型农业机械的
租赁和自主作业。 合作社以机械代替劳动力，以技术为民
增收， 制定了实际可行的作业模式， 增强农民种粮积极
性。 经过几年的迅速发展，合作社实行“统一品种、统一育
秧、统一机械移栽、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机械收获、统一订
单收购”，现有富硒粮油基地 550 亩，托管种植 700 余亩。
在水稻、烤烟、茶园、绞股蓝、粮油、植保飞防、秸秆综合利
用等领域有丰富的机械化种植经验和成熟的技术。 邹仁
合坚信“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因此，合作社每年
拿出大部分收入引进先进的农业设备，目前水稻、油菜、
马铃薯等农作物可实现全程机械化种植， 其他作物耕、
种、防、收实现单项作业。

在搞好农业机械生产服务的同时， 邹仁合积极探索
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渠道，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做
好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服务。 通过安装大米
加工生产线，办理农产品加工许可手续，解决了大米销售
问题，提高了大米销售价格和产品品质，使得农民种粮有
所盼、销售有所依。

通过提供种植、烘干、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服务，降
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作业效率，增加了农民收入，
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目前，他的合作社为
平利县 5 个镇 23 个村的粮食生产提供机械化服务，年平
均机械化作业面积 5000 亩以上。 邹仁合先后获得陕西省
高级职业农民、陕西省技术能手、安康市先进种粮大户、
“谷丰杯”农机技能竞赛第一名、平利县产业发展好青年
等荣誉。

富民产业唱主角

从自家的产茶小作坊到组织 88 户农民成立大连茶
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再到成立紫阳县紫焕富硒茶业有限
公司， 朱静凭借自身的努力， 将公司做到了年产值 1500
余万元。

朱静是紫阳县焕古镇大连村人， 从 2013 年开始，便
积极参加各类茶叶、茶艺师培训，先后获得评茶员四级证
书、职业茶农资格证等。 作为公司带头人，朱静常常思考
自己肩负的责任。 她采取“公司＋合作社”的方式，实行统
一管理茶园、统一加工鲜叶、统一销售产品，提高综合效
益。 为了让茶农看到茶业发展现状，朱静组织全村茶农分
批次到双桥镇闽秦茶园参观。 当看到闵秦茶园一年采摘
春夏秋三期茶叶鲜叶， 而大连村茶农只采摘春季一期鲜
叶，她便带动其他茶农进行尝试，逐步延长茶叶采摘季。
大连村茶叶专业合作社这一举措改变了茶叶亩产收入，
亩产人均收入由过去的 2000 元增加到现在的 7000 元。

为了提高品牌的认知度，她注册了“陕焕”商标，为客
户提供好的产品和健全的售后服务。 现已在多个城市开
设富硒茶专卖店， 并健全了销售网络， 销售市场逐步固
定。

公司在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
当地农户增收，年均帮扶农户 150 余户 500 余人增收。公司
还通过源头把控，统一包装，统一标准，实现品牌化管理，先
后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还获得优秀民营企业
荣誉称号。 公司还成立了农民田间学校承担高素质农民培
训任务，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与动力。

生态致富成色足

2014 年，李玉堂返回白河县宋家镇创业，面对杂草丛
生的大山他暗下决心， 要把这个荒凉的大山变成致富摇
篮。

2015 年，在当地政府和父老乡亲的支持和帮助下，李
玉堂流转林地 525.5 亩， 初次在林下散养黑猪 100 头，种
植天麻 7.5 亩， 种植茶园 300 亩。 为学技术辗转广西、甘
肃、 湖北等省， 为了解猪的习性从南山跑到北山成了常
态。

为了更好地发展产业， 让父老乡亲也能通过产业而
增加收入，李玉堂于 2015 年成立了白河县第一家以生态
散养为主导产业的家庭农场。采取“农场+农户”的种养殖
模式，注重绿色生态，科学发展，坚持“循环利用、互利共
赢、抱团发展”的理念，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 因为他的创
新创业模式使得周边农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李玉
堂也成为当地老百姓的致富带头人和技术辅导员。 老百
姓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和产业效益方面问题，
他都会热情细心讲解，并分享经验。

为了让产业能跟着时代发展， 李玉堂结合当地的地
理环境和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创新了猪的饲养方式。 他把
养殖场建于后高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提高了猪肉的品质。
同时他还积极开拓销售市场，利用微信、抖音等渠道，让
消费者了解产品的绿色生态环境和生长过程。 在和老百
姓的抱团发展中，李玉堂养殖场年销售额超过 100 万元，
带动就业 58 人，人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乡村电商追梦人

曾丹，旬阳市电子商务协会主要负责人，旬阳市青年
创业协会副会长，也是“太极旬阳”公共品牌形象代言人
之一。

2014 年曾丹返乡创业，2018 年开始从事电商行业，
利用新媒体短视频宣传推广家乡， 多次组织活动并担任
主持人。

2023 年， 曾丹成立陕西热脑促讯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发起并创办旬阳主播孵化基地 “旬阳追梦直播基
地 ”，着力打造旬阳本土网络主播 ，推广家乡特产 。曾
丹作为基地的主要核心成员， 同时也是基地的核心主
播，独立运营 3W+抖音账号，有“记录生活变迁，留住美
丽乡愁”系列、旬阳市各镇介绍农产品系列等多条高质量
视频。

她的公司形成了“电子商务+短视频推广”的模式，以
自媒体短视频为前端推广方式扩大知名度，增强影响力，
开拓市场，以电子商务作为商业发展主力，销售旬阳农特
产品，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仅以旬阳市特产拐枣为例，在 2021 年通过短视频电
商有 5 万公斤远销海外，年销售量上涨 30%。 短视频电商
在旬阳市产业发展和农民致富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短视频电商的兴起，使传统产业升级发展，不仅有助
于推广新型农业技术和模式， 还能让农民可以将自家的
农产品直接销售到消费者手中， 减少中间环节， 提高收
益。 短视频电商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销售渠道，提高了
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新的
发展机遇，也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带农增收同致富

1971 年出生的朱启升是汉滨区流水镇人， 高中毕业
之后，朱启升留在家乡，通过开商店逐渐富裕了起来。 然
而， 通过和父老乡亲接触， 他发现身边的乡亲们收入很
低，于是，他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寻找一条致富路带领
乡亲们共同富裕。

通过调研， 朱启升发现十里八乡的农户种植的土特
产和山里的中药材品质不错，价格也很低，但销路不畅。
朱启升认识到这就是阻碍当地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他
想方设法联系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开拓市场， 为农民解决
销路难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朱启升又发现了新的问
题，那就是由于收购商少、业务繁忙，很多产品不能及时
销售，造成发霉变质。 于是朱启升贷款买了货运车，亲自
上门收购，他服务热情，价格公道，繁忙季节还会租用车
辆及时运走土特产， 赢得了方圆几十公里群众的信任和
点赞。

随着生产的发展， 朱启升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农业不
仅仅只靠一腔热情，必须有科技的支撑。 他虚心向农业农
村部门专家请教， 积极参加市县农广校组织的高素质农
民培训班学习， 并顺利通过考核， 被认定为中级职业农
民。 生产实际中，每当有新技术新品种推广时，在农业农
村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 他先在合作社的田块进行试验
示范，等示范结果群众看了理想后，再推广给群众种植。

目前， 朱启升成立的安康明燕升启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过 3 年的运营，建成了集全程半机械化作业、起垄化种
植、配方化施肥、节水化灌溉、规范化管理为一体的现代
农业基地，现已流转土地 516 亩，林地 639 亩。 通过整治
撂荒地、平整耕地建成玉米大豆复合种植示范点 418 亩、
林下魔芋育种基地 346 亩、林下药材种植基地 200 亩。 合
作社全部实行标准化、 机械化及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种植
模式，连续两年玉米亩产 600 公斤以上，林下魔芋亩产达
到 150—250 公斤。

像这样的农业农村发展带头人在我市还有很多，这
得益个人的努力， 更得益于我市对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
的高度重视。 记者从市农业科技信息宣传中心了解到，近
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提质增效， 加大培训
力度， 加快壮大队伍， 近 3 年全市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
150 余期，培训近 8000 余人。围绕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能
力提升，着力培养能引领产业发展的“头雁”，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式，联合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直播产业研究院、 陕西茶叶流通协会先后举办了全
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和财务管理人员培
训班，产业领军人才培训班，产业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班，
粮食、茶叶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班，生态渔业产业链培训
班，培训经营主体带头人 700 余人；创新“互联网+培训”，
聚焦强技术、稳生产、保供给，多元构建线上培训平台，精
选和制作优质教学资源， 线上线下融合开展农业科技培
训，从直播培训到安康现代农业技术微课堂，农民素质不
断提升；开展标准化培训机构建设、农民田间学校认定管
理、加强师资队伍培育和教材开发利用，建成省级农民田
间学校 3 个，市级农民田间学校 40 个，省市级实训基地
76 个。 此外，通过连续举办高素质农民教学技能竞赛、赴
外培训学习、实践教学锻炼等方式提升能力，选拔吸纳了
一批高素质农民“土专家”进入师资库，建立了一支专业
齐全、结构合理的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全市高素质农民培
训教师总数达 425 人，8 名专兼职教师被聘为陕西省高素
质农民培育省级名师，28 名师资被聘为安康市高素质农
民培育市级名师。

把农民培养成为新时期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高素质农民， 让他们成为安康农业农村发展和乡
村振兴的带头人、领头雁，一直是安康农民教育培训工作
者的心愿。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康市农业农村局在全
市表彰了 20 名“优秀高素质农民”，他们将和全市其他高
素质农民一起， 成为推动全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
村振兴的带头人和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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