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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2022年

3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

头人培育“头雁”项目。一个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

“头雁”项目，从中央到地方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政府抢抓机遇，同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签订校地战略合作协议，在全省乃

至全国率先实施该项目。

2月19日，榆阳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首期培训班顺利结业，这标志着榆阳

区已完成首期“头雁”班所有培育计划任务，47名

学员即将展翅翱翔，奔赴乡村振兴主战场。

“头雁”培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榆阳区率先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开展首期“头雁”班的培

育，走在了全国“头雁”培育的前列，是全国首创对

“头雁”项目的实质探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

社会价值。

榆阳区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长期培训合

作，从“顺势而生”到“乘势而起”再到“造势而雄”，

双方紧密结合发展实际，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下

“头雁”培育模式，对培训内容、培训环节、教学管

理将进行积极改革和创新，真正达到实际、实用、

实效的培训目的，逐步打造可借鉴、可复制、可参

考的“榆阳模式”。“头雁”项目，以“一石激起千层

浪之势”，迅速辐射甘肃、贵州、新疆、宁夏、广西等

地，纷纷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寻求合作推进“头

雁”项目，朝着“头雁”培训与当地产业发展“同频

共振”的目标砥砺奋进。并涌现了一批典型“头

雁”、打造了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一批典型经验，

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农业科教服务新篇章。

“西农经验”尤为称道。培训成效可以用四句

话概括：一是趟开了政策应用的新路子。通过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理论学习，广大领导干部更

新了理念，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大量的新思路。二

是迈出了改革创新的新步子。推出了许多改革创新的举

措，形成了村村有产业、村村有特色、村村有文化的新局

面。三是推出了转型发展的新点子。借鉴现代农业科技

经验，根据乡镇实际，建设起来了综合性冷链贮藏库、保鲜

库、净菜加工生产线、物流配送中心和智能化营销平台，山

地林果、富硒水稻、稻田蟹、林下养鸡等科技型产业加速发

展。四是培育了一批有担当奉献的新队伍。涉农培训不

仅拓展了干部的创新思维，提高了干部专业化水平，而且

坚定了理想信念，厚植了民本情怀。

既要“一马当先”，更要“万马奔腾”。在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的当下，榆阳区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种高规格、高

水平、高成效的“头雁”培训，无疑显得弥足珍贵。榆阳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更高层次、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激发“头雁效应”，创造出令业界刮目相看的

新的更大奇迹。广袤天地大有可为。期待乡村出现更多

“头雁”，扇动着有力的翅膀，带领乡村腾飞。

确保夏粮收购工作顺利开展
六部门发出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六部门日前

发出通知，要求扎实做好2023年

小麦、早籼稻、油菜籽等夏季粮油

收购工作，确保夏粮收购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

通知说，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

收购工作的首战，抓好夏粮收购是

保障粮食稳定安全供给、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举措，是维

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保护种粮农

民利益的现实需要。要充分发挥

企业主体作用，着力激发市场化购

销活力。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不断提升粮食收储保障能力。

通知说，要严格执行质价标

准，不得压级压价、抬级抬价、拒收

符合标准的粮食。相关地方要切

实承担起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主

体责任，对可能出现的不符合标准

的粮食，必要时采取地方临储等方

式妥善处置，严禁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

生产企业。政策性收购资金要及

时足额供应，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通知要求，紧贴农民售粮实

际，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举

措，帮助农民便捷顺畅售粮。充

分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

及时提供清理、干燥、收储等服

务；加强农户科学储粮指导，促进

农民减损增收。

（据《人民日报》）

思路铺路 汗水浇灌

王晓荣，高级农艺师，现任阎

良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

心主任，陕西省“百村振兴行动”

西安市阎良区关山街道北冯村对

接帮扶的科技特派员。成为科技

特派员以来，王晓荣长期对接服

务北冯村，她结合北冯村的四大

农业主导产业，指导和帮助北冯

村制定产业规划，按照“做精一

产、做强二产、做长三产”的产业

发展思路，探索出了乡村振兴“三

产融合”发展的北冯模式，帮助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

有思路才会有出路，产业发展

铺就致富路。王晓荣以鼓起村民的

“钱袋子”为目标，开启了产业发展

的新思考，通过深入调研，她和北冯

村党支部书记冯尚堂紧密协作，确

立了“以甜瓜、樱桃、相枣、羊乳四大

主导产业为基础，以乡村旅游为主

线、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产

业发展思路，设计了“一心一带六片

区”的村集体产业发展空间规划，打

造北冯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一日

游路线。

小产业也有大作为，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在科技特派员王

晓荣的努力下，仅用两年时间实

现了省级美丽乡村试点建设、智

慧农业、观光果园建设等6个项目

陆续落户北冯村，项目资金达729

万元，为全村美化村容村貌、延长

甜瓜、相枣产业链，促进全村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作出了贡献。2021

年4月，“阎良甜瓜产业文化节”在

北冯村举办，异彩纷呈的甜瓜产

业成就展、主播现场带货、云约市

民一同吃“瓜”等活动为村集体品

牌宣传、产业融合发展加油助力。

农户“点单”
特派员“接单”

田地里也能写出新文章，科技

创新鼓了“钱袋子”。围绕北冯村

主导产业，王晓荣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阎良甜瓜试验示范站驻站专

家司立征、杜军志等专家紧密合

作，与阎良区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

一起深入田间地头，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开展甜瓜病虫害防治、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等科技培训，年

培训人次达500人以上。为了提

供更贴心的服务，王晓荣探索出了

“农户点单”，“自己接单”的科技服

务模式，手把手传授种植甜瓜技

术，面对面解决甜瓜种植管理上的

技术难题。2021年，王晓荣指导

北冯村紧抓“十

四运”的契机，利

用甜瓜大棚空挡

期发展草花产

业，最大限度提

升亩产效益，助

力让5个温室大棚共销售草花26万

盆，比往年每亩增加收益3000元，

极大地调动了当地村民的积极性。

2021 年，北冯村被陕西省科

技厅认定为“乡村振兴科技示范

村”，科技助力北冯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甜瓜村”，该村人均纯收

入突破 21000 元大关。2022 年，

王晓荣协助北冯村争取项目 3

个，资金达 375 万元，通过统一

品牌、统一包装带动销售甜瓜 1

万多箱，指导帮助销售甜瓜 150

万元，通过直播带货、旅游产业

发展带动北冯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增加收入8万元。开展技术指

导及培训29次，服务农民 284人

次，培养种植大户 17 户，服务专

业合作社3个。科技特派员的汗

水，在北冯村浇灌出了硕果累累

的“幸福瓜”。

科技特派员为乡村振兴赋能添智
——记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科技特派员王晓荣

农业科技报记者 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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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为了深化和创新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把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到实处，陕西省委组织

部、陕西省科技厅、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

合，实施“百名科技特派员助力百村振兴行动”，选取百

个不同产业特点的行政村，精准选派百名科技特派员

驻村开展产业帮扶、创新创业，鼓励与农民建立利益共

同体，打造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新模式、新样板。即日

起，本报推出“百名科技特派员助力百村振兴”系列报

道，为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提供有益探索与借鉴。

记者手记：
虽然土地生长万物，而种瓜

得瓜是否能结出“甜瓜”造福于一

域致富于一方，并非是天然之事。

需要人为，更需要有思路、有科技

的人才助力。西安市阎良区的北

冯村，被冠名为“甜瓜村”，甜瓜成

了北冯村著名的单品名片。这和

科技特派员王晓荣的投入分不开，

农户需要引领，需要有调研、有科

技指导、有市场分析的农业人才的

帮扶。近几年来科技特派员进驻

农村，和村民一起劳作，一起谋划，

岁月不负有心人，不但甜瓜结满了

藤曼而且远销省内外。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两岭镇：

猪苓产业筑牢致富路
本报商洛讯（农业科技报记者 周廷 通讯员 李楠）陕

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两岭镇三合村位于秦岭山脉流岭流域，

属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今年3月，该村村民曹根劳带

领当地群众种植猪苓致富的事迹被电视台专题采访并报

道后，十里八乡的群众经常来找曹根劳请教技术、询问猪

苓市场前景。

“我最喜欢种的中药材就是猪苓，一次种好，不用除

草、施肥，管护简单，3年后采挖，这是个‘懒产业’。”说起猪

苓种植，曹根劳滔滔不绝。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

的富。曹根劳带领当地群众成立了家兴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吸引群众前来务工，免费给大家教技术。刘家喜是家兴

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长期务工人员，除了每个月在种植基

地打工的2500元收入外，他还种了7亩中药材，一年收入7

万元左右。

据了解，三合村采用产业联农带农，对农户分层分类、

精准施策，采取自主发展、基地务工、土地流转等方式促进

群众增收，将15名党员培养成懂技术、会营销的“土专

家”，带动全村280户群众种植中药材1000亩，实现户均

年增收1.2万元。

王晓荣（左）指导农民科学配比使用农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