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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印发《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遴选培养办法》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聚聚焦产业发展焦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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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秸秆还田土壤碳效应
研究取得新进展每三年遴选一次农机“土专家”

“钩”勒梦想底色 织就美好生活

大量研究表明，秸秆还

田对土壤物理、化学、生物

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但对长

期秸秆还田后土壤有机碳

存在状态以及相关土壤酶、

微生物群落结构的互动变

化特征却鲜有了解。近日，

湖北省农科院生态循环农

业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上

在线发表秸秆还田土壤碳

效应方面研究最新成果。

本研究依托农业农村

部废弃物肥料化利用重点

实验室，基于国家农业环境

潜江观测实验站稻麦轮作

秸秆还田长期定位试验（14

年），探讨了秸秆还田下土

壤有机碳库构成、相关酶活

性以及微生物群落的变

化 。 结 果 表

明，长期秸秆

还田下碳库管

理指数提高37.7％，增加了

活性有机碳库库容。活性

有机碳库变化促进了与碳、

氮、磷循环相关酶的活性，

进而影响碳氮磷循环生态

过程。

分析表明，土壤活性有

机碳组分与土壤微生物群

落显著相关，尤其是与土壤

真菌变化联系最为密切。

本研究为秸秆还田在提高

土壤活性有机碳库及其驱

动土壤物理、化学、生物方

面的变化提供新的认识，为

秸秆还田提升耕层土壤质

量提供理论依据，对稻麦轮

作制度下粮食生产可持续

性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据《农民日报》）

日常生活中，手织毛衣、围

巾、手套很常见，但一片树叶、一片

花瓣、一粒花生、一只蜗牛、一个卡

通人物……也能用手工勾勒？

2019 年初，一个偶然的机

会，王芳在朋友家，看到了上述场

景。于是，她便萌发了一个想法

——把留守在家的妇女们组织在

一起，免费教学，带动姐妹们一起

赚取手工费。

一针一线 钩出巾帼力量

说干就干。2019年9月，王

芳成立了永寿指间花手工艺农民

专业合作社，并创立“指间花”品

牌，主要开展手工艺品的生产、礼

品的设计及加工销售出口等业务。

“王芳特别好，让我闲暇之余

做钩织的活，多赚点生活费。还

帮我办理了残疾证，她是我生命

中的贵人！”陕西省永寿县监军镇

蒿店村宋小贤和记者闲聊时回

忆，2019年端午节，王芳来到村

里，挨家挨户动员家庭妇女，利用

闲散时间，用钩织技术接活挣钱。

为帮助留守妇女在已掌握

一技之长的基础上，再精进再创

新，不断提高收入，王芳还专门

聘请专业钩织老师来到合作社，

不定期开展免费手工艺培训活

动。截至目前，已举办培训159

期，培训钩织妇女4000余人，通

过技能考核后已有500余人就

业，累计制作手工艺品配件1800

万件，累计发放工资350万元以

上。合作社规模也不断发展壮

大，目前拥有正式社员 500 余

人，不固定社员1500余人。

勤劳致富 织出绚丽人生

短针、中长针、长针、长长针，

枣针、锁针、减针、引拔针……几

年下来，这些专业术语，合作社

的姐妹们了如指掌。细细的钩

针、各色的毛线，在她们指尖犹

如彩带舞动，不一会儿，一件精

美的艺术品便呈现在了眼前。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的努

力，如今合作社的钩织产品不仅

在国内市场畅销，还远销日本、

韩国、泰国等海外市场。

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2020

年，该合作社被永寿县妇女联合

会授予“三八红旗集体”称号；被

咸阳市妇女联合会授予“巾帼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称号。同年，王

芳获选人民优选“特约推荐官”；

2021年9月，被陕西省委团委授

予“菁彩青农乡村振兴公益助农

达人”称号，以及“陕西乡村振兴

青年推广大使”称号。

“最初，我只是想帮助留守

的贫困妇女转变思想观念，提升

创业就业技能，增加家庭收入。”

王芳的梦想十分淳朴，十分现

实。如今，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带

领更多的姐妹们，在增加收入的

同时发现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

值，通过双手钩织属于自己的美

好生活。

咸阳是陕西石榴第二大产区，栽

培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石榴栽植

面积达4万亩，主要集中在礼泉、乾

县、泾阳和三原等县的旱腰带地区。

其中，礼泉栽植规模最大，有3万亩。

咸阳地区石榴主栽品种稳定，

主要有御（酸）石榴、陕西大籽、新疆

大籽、泰山红、临选14等，其中以御

石榴和新疆大籽为主。近年来，咸

阳地区的石榴栽培标准化水平不

断提高，礼泉县昭陵社区肖山村

2014年被授予“陕西省现代农业石

榴产业园区”称号。

作为咸阳石榴最强科技支撑

力量的咸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自

1962年建院以来，一直把“石榴”

作为重点研发科目，近百名科研人

员中，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7人，省级突出贡献专家3人，省、

市“三五”人才6人，是咸阳市唯一

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农业技术

推广的公益性事业单位。

陕西拓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石榴基地是陕西省石榴体系礼泉

示范基地，该公司负责人李磊介

绍，公司配足人力、提供试验大棚，

协助咸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开展

石榴新品种的选育工作。

融入现代科技力量和元素是该

石榴基地最大的特色，自动化、智能

化、数字化等现代农业科技是基地

最大的亮点，尤其是套袋技术、套瓶

技术、高效滴灌技术等一些新

技术在这里均得到应用。

石榴套瓶是陕西当地一

石榴基地果农开发的御石榴

生产新技术，具有防裂果、防

雹灾、改善果面光洁度，预防

石榴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次数，降

低果实中的农药残留量、延长果实采

收时间、降低酸石榴酸度等优点。

石榴套袋技术操作虽然比较

麻烦，但是可以起到减轻病虫害、

农药残留，提高果品商品率等作

用，可以推动优质绿色果品发展，

此项技术获得第十六届杨凌农高

会“优秀新技新产品”奖项。

咸阳全年降雨量在550毫米左

右，降雨不均匀。石榴耐旱性强，但

在水肥都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可以

大幅提高产量。在果园内铺设滴灌

设施，大大提高了果农的收入。

果园生草即在果园行间种白三

叶、油菜、毛苕子、黑麦草和鼠茅草其

中一种或两种等，能提高土壤的有机

质含量，抑制杂草从生，保护害虫天

敌，减少果园内病虫害发生。

多年来，这些技术在咸阳石榴

产区得到大面积推广，全市石榴科

技创新的能力大幅提升。

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

区南山镇，科技特派员陈钟

佃（左一）向当地农民讲解

水稻种植相关技术（8 月 3

日摄）。

近日，福建各地进入

“双抢”时节。各部门组

织科技特派员，奔赴田间

地 头 ，协 助 农 民 抢 收 早

稻，抢种晚稻。天光云影

下，生机勃勃的稻田、田

间忙碌的机械，构成一幅

美丽画卷。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

《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遴选培养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乡村人

才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

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

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有

关部署要求，总结推广全国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农机使用一线“土

专家”遴选培养的实践经验，建立农

机使用一线“土专家”遴选培养的长

效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农机使用一

线人才在推进农业机械化技术进步

和生产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办法》指出，农机使用一线

“土专家”（以下简称农机“土专家”）

是长期扎根农村、长期服务于农机

使用一线的基层农民实用型农机

人才优秀代表，在农机具研发改

进、农机驾驶操作、农机故障诊断

维修、农机化技术推广、农机作业

服务、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管理、

农机安全监理和农机农艺融合、农

田农机作业通行条件建设、智能农

机装备应用等一个或几个方面具

备扎实的专业技术才能，要坚持公

开、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做好农

机“土专家”遴选、培养和使用工作。

《办法》明确，农机“土专家”遴

选由农业农村部、省级农业农村部

门统一组织，每三年进行一次，统

筹兼顾服务种植业、畜牧业、渔业、

设施农业、农产品初加工等各产业

的基层农机作业、推广、经营、维

修、管理等人员。入选专家分别列

入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

机“土专家”名录，有效期三年。入

选专家结合自身专长，积极参加农

机产品研发改进、农机社会化服务

体系建设和农机化技术推广、项目

实施、政策落实、咨询培训等工作，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有效期满后，

符合条件的可推荐保留。

《办法》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应支持农机“土专家”承接或参

加各级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试验

示范推广、农机具研发创新、农机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田农机作

业通行条件建设等项目，积极向有

关方面推荐使用，持续加大培养使

用力度。要跟踪了解农机“土专

家”履职情况，对存在违法失职行

为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应予以移

除名录。要定期总结农机“土专

家”培养使用情况，及时发布有关

信息，加强宣传推介，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全媒体记者 郭媛媛 仵佳伟

现代科技助力陕西石榴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颉魁

稻田夏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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