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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老师，这个机器好，我的园区不知道能不
能使用啊？ ”

“加个微信，回头我去你们园区看看！ ”
……
在汉阴县兴汉农民田间学校， 专家们正带

领全市粮食生产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培训班学员
开展现场教学，学员们热情高涨，与专家积极互
动，田间学校场景鲜活。

以天地为教室，以农民为主角，将课堂搬到
田间地头，让“学生”边听课边动手实操，与专家
面对面讨论，现场答疑解惑，这就是农民田间学
校。 截至目前， 全市已培育认定农民田间学校
85 所，其中建成省级农民田间学校 3 所，培育认
定市级农民田间学校 60 所，县级农民田间学校
22 所。 这些学校为我市乡村产业振兴，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今年 4 月， 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
中心公布第一批全国县级优质农民田间学校名
单，我市平利县田珍茶业农民田间学校、汉滨区
天瑞塬农民田间学校、 旬阳市隆科农民田间学
校入选。

从“够不着”到“零距离”

走进汉滨区天瑞塬现代农业园区， 瓜果飘
香，各类蔬菜郁郁葱葱，园区里各种现代化农业
设施“各显神通”。 这里是第一批全国县级优秀
农民田间学校所在地。

在园区一处蔬菜大棚内， 天瑞塬农民田间
学校负责人刘瑞红仔细查看着蔬菜长势， 叮嘱
村民注意事项和栽培细节。 “大多数农户往往靠
着老经验、旧办法开展生产，想要学好技术、新
经验，苦于无从着手。 ”刘瑞红说，“这就需要田
间学校扎根基层，将教学场所搬到田间地头，将
为农教学、为农服务的理念贯彻到底，真正以为
农、助农的初心，将自身的‘角色定位’立得更加
明晰。 ”

为解决农民教育培训最后一公里问题，提

高农民素质素养和生产技能水平， 拓宽群众的
致富路，我市打破“灌输式”理论教学，从农业发
展水平、农村发展实际和农民发展需求出发，邀
请相关专家到乡村给农民讲解栽培管理技术、
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科普现代农业知识，让
田间学校成为全市农业产业培育的摇篮、 农业
科技传播的阵地、培育新农人的“乡土学堂”。

学校开在田间，向农民对口教学，教的内容
也都是农民所关心、在意的。 今年 5 月在天瑞塬
园区举办的汉滨区蔬菜瓜果新品种观摩品鉴会
上， 很多村民感慨道， 跟农业打了大半辈子交
道，竟然不知道圣女果品种有十几种，还有彩色
圣女果，现在有了技术指导，许多村民打算种上
几亩。 “专家电话、微信我们都留了，以后碰到不
懂的，就直接联系他们帮忙。 ”观摩会上，村民开
心地说道。 刘瑞红表示，除了新品种、新技术的
推广，在田间学校实践老师的实地指导下，很多
村民还获得了果园升级改造的实用方法，以前，
村民们很难有机会零距离接触到专家， 如今在
家门口就能获取专业的农业知识， 对他们来说
受益很大。

田间学校给农民带来的技术指导成为乡村
发展产业的重要支撑， 而培养新农人必须接地
气，依托基地。 天瑞塬田间学校的建设主体安康
天瑞塬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我市最具规模的标
准化设施蔬菜产-贮-销-培训为一体的省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基本形成了蔬菜种植、
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技术培训、储
藏加工、物流配送及销售为一体的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示范企业， 为培养新农人打造出良好
的实训基地。 天瑞塬农民田间学校从 2013 年开
始从事农民教育培训工作，2023 年被评为陕西
省农民田间学校，共有专职教师 8 人，兼职教师
30 余人，目前培训总人数达 5000 人次。

天瑞塬农民田间学校与汉滨区建民办忠诚
村串联在一起，放眼望去，忠诚村处处是村民的
水果蔬菜种植地。 “希望在人才、科技的加持下，
我们村产业能进一步提质增效。 ”刘瑞红表示，
他们将发挥农民田间学校的桥梁作用， 打通教

育培训和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积极引导农
民与技术、市场、信息对接。

从“新农具”到“新农人”

在汉滨区大竹园镇东旭茶庄上空， 一架架
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一边飞行，一边演示撒播
作业。 日前，汉滨区农广校在大竹园镇东旭农民
田间学校举办高素质农民培育植保无人机操作
技能培训，来自全区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 50
名学员参加培训。 培训结束后通过中国民用航
空局官方在线理论考试和现场实飞考核后，颁
发《农业植保无人机操作员证》。

“本期培训聚焦粮油等农作物耕种管收机
械化作业环节，加大专业农机手培育，提高农机
手技能水平， 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开展
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储备人才。 ”汉滨区农广校
校长何小刚介绍，与普通学校的上课模式不同，
农民田间学校构建“专家+农技人员+新型职业
农民+辐射带动户”的技术传播路径，帮助“老农
民”脱胎换骨，转型为有知识 、懂技术的 “新农
人”。

“农民们非常爱学习，有的拿着手机全程录
像，有的边听边在本子上记录，有的课后还要拦
住老师问问题。 ”东旭农民田间学校负责人单旭
说，“这也不是咱们学校第一次请专家来田间讲
课了， 之前课程主要围绕园区的主导产业茶叶
来讲，每次有培训大家都很积极，他们也表示，
多亏了专家们教的科学种植方法， 让他们的茶
叶能多产高产。 现在田间学校拓展了培训范围，
除了与茶叶相关，还涉及其他农业领域，希望能
惠及更多的农民。 ”

走在东旭农民田间学校内，乡间村路，花香
四溢，鸟飞虫鸣。 学校拥有教学楼 1 栋，标准教
室 4 间， 标准化宿舍 40 余间， 一次可容纳 100
至 300 人参加培训。 此外还有手工体验馆、茶叶
博览馆等。 “我作为多年扎根于‘三农’的实践
者，却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这就是农业企业的
严重‘用工荒’，尤其是农业专业人才匮乏。 ”单
旭表示，在田间学校必须要能学到技术、学到管
理、学到营销，要把农民培养成真正复合型的人
才，他们才能有本领去自己创业，成长为助力乡
村振兴的“新农人”。

在东旭农民田间学校的展厅内， 还展示着
学校聘请的知名专家的简介，单旭说，新农人培
育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基地+产业+导师”
培训为路径，借助农业科研推广机构的力量，让
“洋专家”与“土专家”结合。 目前，东旭公司与安
康学院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并建立安
康市汉滨区富硒茶产业链专家工作站， 形成与
科研机构的全面、深度合作。 现有专业培训老师
6 人，固定技术辅导员 4 名。 累计培训专业技术
人才 80 人，农民专业技术培训 600 人次。

从“新模式”到“新课堂”

在家门口就能“深造”的田间学校，教学方
法和内容自然不能浮在表面。 如何让农民教育
培训贴近农业生产、贴近农民需求、增强培训效
果？ 这是田间学校的关键。

纵观全市农民田间学校， 无外乎在授课方
法上讲农民话、教农民做，鼓励和激发农民发现
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真正培
育出新时代高素质农民。

平利县田珍农民田间学校的负责人田珍在
茶叶种植加工行业已有近 20 年的经验，再加上
她是本地人，周边的乡里乡亲对她十分信任。 她
表示，教给村民的都是她实践过的方法，村民用
得好，自然对她更加信任。

“由于村民们受教育程度不同，再加上有些
人听不懂普通话， 有些老师就在教学中使用方
言，大大提高了学员的接受度。 学员都是附近的
村民，彼此都认识，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有问
题都能及时反馈。 ”田珍说。

安康市农业科技信息宣传中心副主任陈波
表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 过去，农业生产以
产量为导向，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广种薄
收。 如今，农业发展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
的农业是集约化、科技化、现代化、智慧化农业，
迫切需要培育一支高素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队
伍与之相适应。 农民田间学校这种培训新模式，
在农民和农业现代化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农
民田间学校已成为培养高素质农民的摇篮。

在这种新模式的推动下， 田间学校的课堂
也需要不断推陈出新。 田珍农民田间学校在运
营过程中，坚持以农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

以田间（车间）为课堂，以实践（实训）为手段，以
提升茶叶生产者、经营者技能素质、致富能力为
目标，将专业培训嵌入茶叶全产业链，采取课堂
教学、现场教学（田间和车间）、线上学习、模拟
教学、 孵化指导等方式， 常年自主组织培训近
500 人次。 近三年，田间学校学用“课堂+教学”
“田间（车间）+实训”的培训模式，按照遴选培训
对象、调研培训需求、确定培训内容、制订教学
计划、 组织培训实训、 落实跟踪帮扶的程序要
求，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 600 余人。

这片土地孕育着希望， 同时也承担着农业
人的情怀和梦想。 目前，全市各级农民田间学校
积极开展现代农业新技术新业态试验示范，主
动承担高素质农民培育等教学培训任务， 已成
为农民素质素养和产业发展能力提升的加油
站。 截至目前，全市高素质农民累计培育首次突
破 2 万名，达 21902 人 ,培育认定高级职业农民
399 人，中级 1111 人，初级 17860 人，高素质农
民领军人才 28 人。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余绪
海表示，农民田间学校是以农民为中心，以经营
主体为依托，以产业为链条，以田间为课堂，以
需求为导向， 以实践实训为手段的农民教育培
训平台， 是推进农民教育培训与农业产业发展
深度融合的有效载体。 下一步，安康将坚持“围
着农民建，领着农民学，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
赚”的原则，围绕全市农业主导特色产业，建好
用好农民田间学校， 发挥好农民田间学校在农
民教育培训中的作用，助力乡村人才振兴，让更
多的高素质农民在乡村振兴舞台上 “大展拳
脚”，为加快建设秦巴山区农业强市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贡献新力量。

金秋十月，正是稻谷飘香、五谷丰登的季节，镇坪
县 500 亩水果玉米迎来大丰收。 与其他传统玉米的不
同之处在于，这里的每一颗玉米都是被“精心打扮”后，
以鲜嫩多汁的姿态，销往市场进入消费者口中。

这 500 亩水果玉米来头不小， 因为它培育出的是
镇坪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模式，结出的是镇坪·常州苏陕
协作、供销合作的新硕果，肩负的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的新希望。

意起·常州

这一切，要从一次常州行说起。
2024 年 3 月，镇坪县委常委、副县长丁涛带领县

供销社及相关企业，赴江苏省常州市开展农副产品产
销对接推介活动。 在交流座谈会上，双方就镇坪产业
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镇坪有玉米、有土豆、有红薯，但却没有产生什么
经济价值。 ”“玉米作为优质粗粮，又可做主食，又可做
早餐，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同样都是种玉米，为什么
不能种植出有经济价值的玉米？ ”———热烈的讨论持
续了很久，这些声音飘进随行企业陕西讯光达数字经
济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敏的耳朵，正在寻找产业项目的
他，感觉有一个念头在脑子里疯狂地跳动。

“如果在镇坪的土地上，能够发展出可以惠及镇坪
老百姓的产业，那这个事情就是有意义的，也是我想要
做的。 ”当时赵敏这样说。

落籽·镇坪
心动不如行动。

回到镇坪之后，赵敏迅速开始调研，深入了解镇坪
的种植土壤环境、气候温差以及玉米销售市场。在与群
众的深入交流中， 他发现镇坪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
适合种植水果玉米，这种甜玉米不仅适应性强，而且市
场潜力巨大。他还请教了多位农技专家，听取他们的意
见。 经过多方调研和慎重考虑，赵敏做出了一个决定：
开始试验种植水果玉米。

在“组织小农户 应对大市场”理念指导下，通过基
层供销社联系产业大户、产业大户联系小农户的模式，

赵敏顺利整合曾家、钟宝、城关等地 500 余亩土地，并
邀请农技专家对每一处土地条件进行勘测， 确保土地
条件达标。

为了保障玉米种植质量， 在正式播种前赵敏组织
产业大户召开了种植技术标准培训：“我们公司会给大
家提供从外面引进的优质水果玉米种子， 大家只需要
做好玉米的种植和管护，公司会做好玉米的包装销售，
唯一的要求是在种植过程中必须执行公司的种植技术
标准。 ”公司与种植大户签订了种植订单，并承诺包种
子、包技术、包回购，让种植大户安了心。

5 月，500 亩土地按照错峰种植的规划陆续下种。

丰收·上市

经历 100 余天的阳光雨露， 镇坪高山甜玉米开始
陆续成熟。

“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病虫害的不要摘，外壳
多余部分要处理掉，不能损坏玉米颗粒。 ”赵敏开始忙
碌地安排玉米采摘事宜。

采摘的玉米怎么卖？ 陕西讯光达数字经济有限公
司主营拼多多平台农副产品销售， 为了让镇坪新鲜水
果玉米在平台快速“爆单”，在玉米即将成熟之时，赵敏
就安排同事提前进行 3 个拼多多店铺产品的推广和运
营，订单从个位数开始指数递增。

“今年村上种的这个甜苞谷，感觉特别划算，销路
由他们给发往各地， 也不用操心这个甜苞谷出来了没
有销路。 ”曾家镇金坪村村民黎安玉说，她有 10 多亩
地，这次采收了 1 万多斤玉米，随随便便也是 2 万多元
的收入。

随着种植与采收的成功， 赵敏的工作进入了最为
忙碌的销售阶段。 在镇坪县曾家镇花坪村的一处厂房
内，村民们正在流水线上作业。

“目前我们 500 余亩的产量预计能带动 300 余人
进行包装务工，每亩地产能可达 3000 斤。 ”赵敏说道，
“老百姓种植水果玉米后， 预计每亩地增收 600 元至
800 元。 ”

为了保证水果玉米的鲜嫩和口感， 产品先由人工
挑选并进行处理，再用保鲜膜单独打包，最后再用泡沫
箱、纸箱封装。每天下午统一发车，确保所有订单 24 小
时内发货。

“从玉米开始成熟采摘之后， 我们就来这里做工，
每个小时 12 元，一天 100 元左右，一个月就有 3000 元
左右，就在家门口挣点生活费还蛮好的。 ”曾家镇金坪
村村民赵永学开心地介绍道。

目前， 产业包装销售环节累计用工人数已超过
100 人次，许多村民纷纷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预计整
个生产周期能带动 300 余名农户参与， 进一步提高当
地村民收入水平。

作为镇坪供销“组织小农户 应对大市场”的先行
探索者，该水果玉米获得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使用权，
同时借助供销系统资源，正在尝试进行玉米深加工，以
增加附加值、延长产业链。 据赵敏介绍，预计今年可以
销售水果玉米 100 万斤，实现产值约 240 万元。

镇坪高山水果玉米，通过“供销社+合作社+电商+
农户”模式，实现籽种垫付、技术指导、回购销售全流程
助农服务，在种植管护、包装销售等多环节带动农户增
收，为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建立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
提供有益探索。

镇坪县供销社副主任张海金表示：“未来， 将总结
现有经验与问题，继续利用供销系统资源，组织企业对
接供销基层社， 帮助整合更多土地资源， 扩大产业规
模，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进一步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 ”

田 间 学 校 传“真 经 ”
记者 郭飒 通讯员 龚静 闫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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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民民在在基基地地采采摘摘玉玉米米 村村民民对对玉玉米米进进行行分分拣拣

镇镇坪坪县县高高山山水水果果玉玉米米种种植植基基地地

高高素素质质农农民民在在兴兴汉汉农农民民田田间间学学校校开开展展现现场场教教学学

在在东东旭旭农农民民田田间间学学校校开开展展无无人人机机操操作作技技能能培培训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