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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引领 农机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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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是农业现代化的科技和装备支撑，是推动

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机人才队伍的力量和能力

培养、培训更应运用信息时代的传播方式，与时俱进。

近年来，陕西省西安市农机监理与推广总站积极探

索新的培训载体和形式，认真实施农机教育培训全媒体

架构创建项目，创新搭建“西安农机云课堂”平台，通过在

线直播和短视频平台开展农机培训，走上了“媒体+互联

网+农机服务”的新路子。截至目前，已完成直播30场，

制作农机技术宣传视频20余场次，发布农机技术短视频

近200条，浏览量超300万次。

随着农机装备数量的增长、结构的改善、科技含量的增

加、作业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如今对培育现代农业产业高

素质农机实用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农机云课堂”借力杨凌

农科城丰富的农科教资源，积极整合资源，寻求支持，先后邀

请粮食、果业、蔬菜、设施农业等陕西省农业机械产业体系岗

位专家进行授课，课程理论结合实践，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深

受大家喜爱。 平台以服务西安都市农业发展的产业需要为目

标，积极引领农机转型升级，帮助新型经营主体体系化培训的

同时，探索实现农机农艺融合节省种植管理成本的方法，提高

农机人才服务农业产业的能力。

亮点一：

措施有力 党媒关注
该平台聘请农业专家、教授和资深农业人、拥有百万粉丝

的农民网红等进行线上直播授课，广受农机手关注。课程与

行业产业发展同步，既有政策解读，又有引领农机化发展趋势

的智慧农业内容。自创建以来，受到各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中国农机化导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学习强国平台、

中国农科新闻网等媒体竞相报道，肯定了平台的创新之举，

“西安农机云课堂”已成为农业人才培训的口碑产品。

亮点二：

移动优先 直面用户
通过在抖音创建“西安农机”官方

短视频平台，把手机变教具，农机化技

术搭乘5G广泛传播，技术培训成为农

机手眼中有趣的事儿。通过组织观摩

会、现场会、演示会，把新机具、新技术

录制成“农机田间课堂”，将现场教录像

制作成教学视频DVD、剪辑成短视频，

作为培训资料，各地联动搭建起西安农

机线上培训的新平台。总之，西安市农

机培训的宗旨是“受众在哪里，就把培

训的课堂设在哪里。”一条免耕指夹式

精量施肥播种机的视频浏览量突破42

万，单条视频点赞、收藏、转发近5000

条。截至目前，共发布农机化重点技术

等十二大技术合集视频近200条，粉丝

5973人，累计播放量超过230万次。

亮点三：

重视交互 精准破局
参加“西安农机云课堂”的学员，

都是身处农业农村一线的工作者。在

设计课程内容时，平台引导参训人员

调研思考，组织全市农机人才践行。

特别重视群内互动等流程环节，学员

可以在线一边观看专题授课，一边线

上留言评论实时互动，农户边听边问

边交流释疑，结合实践及时掌握政策

及技术要点，解决存在问题。农机手

足不出户，“屏对屏”与专家交流互动

走进现实。

直播平台具有无限回看功能，可

以通过后台大数据看到每堂课的播出

效果。同时，通过课程浏览量把农民

群众真正需要的农技知识数据化，回

听次数多的、评论互动多的课程，就是

群众们需要的培训，也是未来培训工

作需要强化的内容。

亮点四：

巩固模式 构建机制
“西安农机云课堂”在巩固扩大覆

盖面、提高受训普及率的同时，重视形

成长效机制和可复制推广的案例经

验。该平台把以往每期“农机云课堂”

的内容制作成画册赠送给结业学员，

扫描二维码就可即时听课；对云课堂

的数据进行分析，不断调整课程内容，

完善农机化培训体系。通过连续几年

不间断地培训，实现了为西安市农机

人才队伍开阔视野、培养人才和促进

工作的目的，进一步加快了西安农业

转型升级步伐。 （张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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