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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龚静）日前 ，2023 年
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宣介遴选结果揭晓。 市
农宣中心作品 “安康现代农业技术微课
堂———春季设施蔬菜生产管理技术： 灾害
性天气及应对措施” 经报名推荐、 初评审
核、复评审核、终审公示等环节层层选拔，
最终被评为一中央农广校 2023 年全国
100 部优秀农民教育培训视听作品。

此次获奖的作品属于市农宣中心精心
推出的农业知识科普类微课。 微课堂深入
农民田间学校， 邀请专家针对春季常见灾
害性天气向广大菜农推广春季设施蔬菜生
产管理技术，围绕寒潮降温天气的管理、大
风天气的管理、连阴天气的管理、棚菜受冻
后补救措施等技术要点、疑难问题、生产操
作进行讲解及科普， 并以短视频教学方式
广泛呈现和宣介。

截至目前 ，市农宣中心 “安康现代农
业技术微课堂”已科普粮食、茶叶、蔬菜 、
魔芋、渔业、蚕桑等领域农业技术知识点
百余个。 其中，“夏季茶园管理技术”微课
在 2021 全国农广体系微课征集活动中
被选为推荐微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技术要点之带型选择 ”“果桑栽培管理
技术 ”“设施蔬菜灾害性天气管理技术 ”
等登上学习强国农业知识学习版块 。 今
年以来，市农宣中心以我市开展 “稳粮油
保供给 促和美 ” 农业科技大培训为契
机，在推出农业科技直播课堂的同时 ，同
步推出蔬菜种植关键技术 、 粮桑复合种
植技术等系列微课 21 节 ，有力促进了农
业关键领先技术的推广运用和优质教育
资源入户下田 ， 切实提高了职业农民培
育质效。

地地道道农民出身的张由银， 在岚皋
县南宫山镇天池村生活了几十年， 天天守
着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黄土地， 也没守出个
金屋满堂， 每年除了收回一堆玉米棒子和
马铃薯，再也没变现的家什。打工潮席卷农
村时，勤劳的他决定外出闯荡一番，在外地
煤矿下井口、钻炮眼，奋斗了好几年，辛辛

苦苦攒了点积蓄。打工这几年，家乡也在悄
悄地发生变化，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着，
各种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他想老家有
这么广阔的土地，为何不充分利用呢？他决
定逃出工地、 逃回农村，2013 年他满载着
理想，怀揣着壮志回家乡了。

回到农村的他积极参加农村试点改

革， 学习各类农村发展政策， 寻觅发展项
目。 2014 年 9 月，村主任王泽庚组织 10 余
户有头脑有闯劲的年轻人到周至县参观猕
猴桃产业，这一次的参观学习，让他耳目一
新，深受启发，决定在老家发展种植业。 他
回来后与村民协商， 开始流转土地种植猕
猴桃。 为解决种植技术难题，他四处求学，
多次寻求县级部门支持，2015 年底， 得到
县农业主管部门及技术专家的大力支持，
协助解决种植技术难题， 并确定以他的基
地为试点在全县发展猕猴桃产业， 这让他
看到了希望，鼓足了干劲。

在他的感染下， 闲置的土地被村民充
分利用起来，种上了猕猴桃，屋前房后也种
满各类作物，带动了庭院经济发展，全村大
片大片的种植形成了猕猴桃园区， 他义务
为村民传授种植技术，帮忙销售果实，无意
中他成了全村猕猴桃种植领头人， 当上了
领头雁。 2017 年以来，在他的带领下成立
了岚皋县南宫山镇天池村生态猕猴桃种植
家庭农场，流转土地 200 亩，与村股份经济
合作共建 154 亩，农场总面积达到 354 亩。
通过土地流转， 入股分红方式带动周边农
户 68 户，其中建档立卡户 43 户 138 人，一
般户 25 户 43 人。 他支付土地流转费 40 余
万元，解决村民劳务用工，发放工资 150 万
元，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年均增收 2000 元以
上。

猕猴桃产业种植在天池村成功了，张

由银创办的南宫山镇天池村生态猕猴桃种
植家庭农场被评定为：县级示范家庭农场、
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农场，个人也
荣获岚皋县第一届“十佳职业农民”表彰。

从一户种植到全村种植， 从土地流转
到硕果累累，在别人眼里他是成功人士，殊
不知成功的背后他付出了多少常人不知的
汗水和泪水，白天顶着烈日辛勤劳作，晚上
他还要擎灯学习，查资料、看视频，有时熬
夜到天亮。他勤于学习，经常挤出时间参加
中组部、农业农村部农村实用人才、省级农
业职业经理人、 市县高素质农民培训等农
民教育专题培训班。在不懈的努力下，他获
得了陕西省高级职业农民资格认定， 成了
名副其实的高素质农民。 2020 年，全体村
民选他为村主任，成了名副其实的领头人，
他带领农户奔小康的信心更足了， 让产业
增收的干劲更大了。 2021 年，在第二届安
康市猕猴桃品鉴会上他的“翠香果”获得银
果奖。 2022 年，他被县农业农村局授予“农
村创业创新带头人”称号，2023 年，又被聘
为南宫山片区猕猴桃种植技术员。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这是
他当村主任后经常说的一句话， 他将个人
发展和全村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大家的事
就是他的事，他正在努力创造一片新天地。
张由银坚信在全体村民勤恳的劳作下，天
池村的猕猴桃会越来越好， 收入会越来越
高，人们生活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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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红十字会
驻村帮扶促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辉）
汉滨区红十字会自 2021 年
7 月在建民街道八树梁村
开展驻村帮扶以来， 充分
发挥派驻单位优势资源 ，
用心驻村、用情帮扶。

“今年茶叶卖了 90 多
斤，以 350 元一斤的价格全
部出售了。 ”该村果满园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鲁
信荣欣喜地向驻村工作队
说道。 在前期开展工作中，
工作队发现该合作社存在
缺信心 、缺管理 、缺资金 、
缺技术等问题， 经过研判
开出良方， 协助搞好茶园
建设及规范运行， 引导种
植黄桃 、车厘子 、青李 、樱
桃、拐枣等特色果林种植。
其中， 茶叶在今年赚到了
“第一桶金”， 果林也开花
结果，成了名副其实“果满
园”。 同时，帮扶单位争取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人道基
金助力乡村振兴博爱家园
项目 1 个， 落实 25 万元产
业发展资金用于合作社茶
叶加工厂建设。

驻 村 工 作 队 到 村 以

来， 将产业振兴作为驻村
帮扶重中之重， 引导建成
农民专业合作社 2 个，发展
庭院经济大户 7 户，初步形
成了养猪 、养牛 、养鸡 、养
蜂四个类型养殖大户 ，发
展种菜、根雕盆景、果林三
个类型的特色庭院经济 。
对接开展消费帮扶， 帮助
脱 贫 户 和 监 测 户 销 售 猪
肉 、牛肉 、羊肉 、鸡 、鸡蛋 、
蜂蜜 、樱桃 、板栗 、菜籽油
等农特产品， 先后引导安
康河南商会、 红十字会会
员单位、爱心人士、红十字
志愿者以及机关干部购买
土特产超 10 万元。

同时， 驻村工作队通
过衔接， 在派驻单位的支
持下， 争取博爱家园项目
25 万元资金扩建村“两委”
办公场所， 新建了村党群
服务中心、 村便民服务大
厅、文化宣传长廊，有效提
高 了 村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功
能， 推动党员服务群众能
力提档升级。

冬日的阳光温暖和煦，透过杂木林洒下星星光点，树下
十几个身影正有说有笑地采收成熟的黄连，整个黄连种植基
地都弥漫着一片丰收的喜悦。

趁着休息间隙，喻良坤从背包里拿出本子，写下今天参
与黄连采收的务工人员和工时，一张张详细的账单，都记录
着村民们在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得到的实在红利。

“我们双向村大多年轻人都出去务工了， 留到屋里的都
是些年纪大的妇女跟小孩，自从村上种了黄连，我们这些妇
女都能来园区务工，活儿也不重，今年我做了有 70 个工时，
收入能有一万多块钱。”摸着手中的“幸福”账本，喻良坤感慨
地说。

岚皋县滔河镇双向村山大沟深、植被茂密，有林地面积
7 万多亩，森林覆盖率达 93.8%，拥有发展林下经济的天然优
势，但如何才能将自身优势发挥出最大效益才是推动发展的
关键。

2016 年， 双向村先后引进岚皋县秦茂农林发展有限公
司和陕西晟发商贸有限公司落户， 依托村内山林资源优势，
发展林下黄连 3000 余亩，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通
过土地流转、园区务工带动周边群众增收，将群众牢牢镶嵌
在中药材产业链上。

双向村党支部书记范传礼说，由于中药材种植方式区别
于传统农业种植，从开始的种植、管护再到后期的收割，每个
阶段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园区每年都要发放劳务工资 30 余
万元，吸引了周边 30 户 40 余人就近务工，为留守在家的农
户提供了增收渠道。

“种得好”还要“卖得好”。 双向村的黄连还未采收完毕，就
有不少客商纷至沓来查看药材品质、准备收购。经过 20多天的
采收，共收获黄连 6 万余斤，再进行挑选、整理后，最终以每斤
160元的价格进行售卖，收入达到了 100万元左右。

“经过 7 年的努力，村上的黄连产业终于有了成果，这些
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除草，我们都
是按时精心开展，现在到了收获期，黄连的品质很理想，收入
也很可观。 ”范传礼难掩脸上的笑意。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如今的双向村，林下中药材随

处可见，目前全村共种植黄连、云木香、五味子等林下中药材
1 万余亩， 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
业。

日前，车坪村的活动室里笑声一片，来自北京艾维斯科
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正和车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约淫羊
藿种植项目。

今年以来，为了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车坪村多次召开村集体经济股民大会，充分听取各位股
民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

“镇上一直大力发展中药材，我们应该响应号召，夯实中
药材产业基础。 ”“村上山林资源丰富，林下发展中药材有很
大的优势。 ”……为了村级发展，大家畅所欲言，最终综合全
体股民的意见，加上外出学习考察的积累，车坪村决定利用
30 万元的“三变”改革资金和土地资源，通过与北京艾维斯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获取淫羊藿种苗和种植技术服
务，彼此深度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带动更多
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趁着晴好天气， 车坪村积极组织周边群众整地建园，40
来个村民分工明确、默契配合，砍灌、翻地、下苗一气呵成。
“这离得近嘛，一直在村上的核桃园区务工，这几天又来淫羊
藿园区翻地，一年四季都有活儿干，一天 130 元，一年下来收
入有一两万块钱。 ”村民徐远祥说。

车坪村党支部书记覃佐银在现场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林
下种植 1 亩淫羊藿 3000 株， 种苗由公司提供， 减少一笔支
出。 第一年投入翻地、砍灌、管护及监控设备合计 30 万元左
右， 种植第二年开始采收， 丰产期每亩均产 20 余斤， 按照
180 元一公斤收购价，每亩产值 3000 元左右。

近年来，滔河镇党委、政府依托独特的自然环境优势，紧
紧抓住产业振兴发展机遇，按照“一村一品”总体规划，因地
制宜，引导各村规模化发展中药材产业。通过支部引领、基地
带动、大户示范，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发展黄连、淫羊藿、云
木香、厚朴、白芨等中药材 5 万余亩，让“苦药材”成了群众致
富的“香饽饽”。

本报讯 （通讯员 叶柏成）
日前，在紫阳县召开的“2023
年西安市未央区携名企千岗
赴紫阳县助力乡村振兴招
聘”大会上，麻柳镇有 8 人在
家政岗位通过了初试；5 人
在比亚迪通过初试；10 人在
酒店行业通过初试；30 人在
建筑行业通过初试。 53位农
民找到了各自适合的工作岗
位。

今年以来，紫阳县麻柳

镇时刻关心和支持该镇农
民外出务工或就近寻找就
业门路。该镇把农民工和致
富路，不断增加农民经济收
入为重任，年年抓，月月抓。
镇社保办、林业站、农综站
等部门， 每年举办茶叶种
植、茶叶精加工、烹饪、美容
美发、月嫂、足浴等技能知
识的培训服务，今年已举办
各种技能培训达 20 余场
次。

林林 下下 药药 飘飘 香香
通讯员 张毕顺 谭静纹

麻柳镇为 53 名农民
找到致富路

本报讯（通讯员 吴亚婷）
近日，由汉阴县经贸局 (电
商办)、 汉阴县职教中心联
合举办为期三天的汉阴县
电商直播创业培训班圆满
结业。 来自该县各镇的短
视频直播爱好者、 网红达
人、县职教中心电子商务专
业班学生等百余名人员参
加培训。

培训主要聚焦于短视
频教学和直播电商技能教
学，采用理论教学与现场实
践教学相结合，为学员提供
了全方位的学习交流平台。
培训期间，学员们通过在专
业的直播间里推介汉阴农
特产品，大家互相学习、取
长补短，激发了农业创新的
新火花。 户外实操课上，学
员们赴汉阴县金蕙荞金丝
皇菊种植地开展现场直播
教学，实效显著。 本次培训
得到了学员们的广泛认可，

助推了全县学习直播电商
知识的潮流，增强了人们的
创业热情和做好直播电商
行业的信心。

今年以来， 汉阴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电商产业
发展， 紧盯年度目标任务，
认真贯彻落实促消费决策
部署， 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
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多措
并举开展了各类线上线下
促销活动，拉动电子商务提
质增效。汉阴县抢抓直播带
货及短视频风口，集中开展
了 8 期直播带货创业培训
及镇、村服务站点业务技能
提升培训， 培训学员共计
1000 余人次， 为电商产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
础。 截至目前，汉阴县今年
实现网络零售额 7.6 亿元，
位列全市前列。

汉阴县举办电商直播
创业培训班

11 月 21 日，旬阳市段家河镇李家庄村村民在采摘狮头柑。
冬日，陕西省旬阳市 6.4 万亩狮头柑陆续成熟上市，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树梢，处处是果农收获采摘的景

象。 狮头柑是旬阳市特色农产品，已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硕果盈枝挂天池
通讯员 易伦周 龚太华

中药材种植成滔河镇重要产业。 张毕顺 摄

张由银的果园。 易伦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