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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摘芯原来这样摘才对，我总算懂了
…… 我们村技术人才太缺乏了…… 这次不准走
了，一定要留下来吃顿饭，让我们表示一下感谢。
回回这么手把手的教我们村民技术，回回辛苦培
训完就要走，我们心里过意不去。”5月21日，陕西
省丹凤县土门镇土门村党支部书记杨华，拉着乡
土专家王备战的胳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5月20日至24日，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派
出的科技下乡小分队，再次来到了陕西省丹凤县
开展为期 5天的农技培训。从2019年开始，每年
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都会深入基层调研，立足丹
凤县农业产业架构与群众需求，以服务“三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安排各类农技培训，大力推进农业
科技成果转换及农业技术推广常态化，联合丹凤县
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将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土门镇土门村村集体经济党员示范岗发展
的100多亩猕猴桃和70多亩葡萄，从幼苗到挂
果，从修剪到病虫害防治，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
每年都会派出多位专家交替轮流指导，让当地群
众接受最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农民也深刻感受
到农业技术的重要性。

经过六年的科技培训，丹凤县许多乡镇的农
户都掌握了多种作物栽培技术，不仅实现了脱贫
致富，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土门村村民杨改变今年67岁，记者见到她
时，她正在田里询问专家技术问题。“别看我年龄
大，我干农活不比年轻人差，凡是村上有农技培训
我都会参加，有了技术，心里就有底气，雇主也愿
意雇佣有技术的工人。今年我想好好学习猕猴桃
管理技术，自己也承包了几亩地，种植猕猴桃，这
样可以提高收入。”杨改变话语里信心十足。

杨凌科技送田间 乡村振兴赋动能
——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赴陕西省丹凤县开展科技下乡培训侧记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殷存峰 雷建梅

花瓶子镇地处秦岭深处，因地
势限制，镇政府在农业架构上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食用菌、中药材、茶菊
及生猪、肉兔等种、养殖项目，真正
做到了村村有产业、户户有收益。5
月23日，在苏河村培训现场，花瓶
子镇镇长刘一剑感激地说：“感谢杨
凌的农科专家年年到我们镇为群众
传经送宝，有你们的技术扶持，农民
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据了解，因为
该镇农业产业发展势头良好，2023
年签约农业产业项目6个，到位资金
1.16亿元。

乡土专家王备战是杨凌职业
农民培训管理中心培训的高级农
技师，因为常年在地里摸索试验，
他总结的农技知识越来越多，再加
上他接地气的话语，群众更容易简
单听懂他讲的理论。每次培训时
他的包里总是带着剪刀、绳子等简单农
具，在实地培训总是给群众示范操作，常
常培训几个小时群众也不让走。5月 24
日，棣花镇培训现场，当中坪村一组组长
周书平在听到王备战讲解到“不能重复
打药，这样会发生药害，导致缩果等现
象”时，他才明白自家的樱桃去年就发生
了同样的问题，为了多听几节课，他连赶
了两场培训。培训结束后，周书平叫来
中坪村党支部书记李庆辉，肯求专家去
他们村为村民再讲一堂课。这也是此次
培训深入人心的难忘插曲。

化庙村是丹凤县铁峪铺镇水杂果种植
面积最多的村，也是脱贫较早的村，为了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杨凌农科专家连续三年
来到该村义务培训水杂果种植技术。日积
月累的学习让群众掌握了各类管理知识，
水果质量好了也卖上了好价钱。

化庙村党支部书记赵凡深刻体会到
了技术是产业核心的理念，他不仅每次培
训积极组织全村群众参与，而且带领技术
能手到杨凌、大荔等地上门取经。2021
年，村集体经济在发展大樱桃的基础上又
建起了12座冬枣设施大棚，为管理好这
些能增加村民收入的“金蛋蛋”，铁峪铺镇
农综站副站长张志龙驻村一干就是4个寒
暑，修剪、施肥、除虫……事必躬亲。目
前，该村村集体经济每年为贫困户分红
220元，预计冬枣进入丰果期后，将会为群
众带来更多收益。

把听得懂、看得见、用得上的技术传授
给广大农民群众，努力在乡村振兴和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衔接中发挥科技传播、引领、支
撑作用，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为乡村振兴
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智力保障，这是杨
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始终坚持的初心。

为期5天的培训结束时，送行的群众
拉着杨凌农科专家的手依依道别。站在农
业设施大棚培训现场俯瞰，一幅技术推动
农村产业发展、群众致富、山美水秀的美丽
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丹凤县竹林关镇自发展茶叶种植后，很多
群众脱贫致富，该镇种的黄金芽等品系茶叶因
品质上乘，得到了全国各地客商的认可。

5月22日，竹林关镇山坡上的千亩茶园在
太阳的照射下郁郁葱葱，焕发出勃勃生机。茶
农围坐在山坡树下，一个向前倾斜的身影声情
并茂的在为茶农讲解茶树管理要点，她就是陕
西省茶产业体系专家王凌云。

竹林关镇的培训因为群众要求实地授课，所
以临时从会议室挪到了茶园，时间也因故提前。
山坡上一个多小时的讲解，王凌云顶着烈日满头
大汗，茶农围坐在她周围静静的聆听。培训结束
后，几位茶农上前搀扶着她感慨地说，“像您这样
脚踏实地到田间地头服务的专家，真的让我们由
衷的感动。”

“刘慧老师讲的太好了，能请她到我地里去
看看吗？我有一些问题想实地请教下杨凌农科
专家，最好能让老师留个电话，以后遇到什么问
题，我可以电话请教。”丹凤县庾岭镇龙骨岩村
村民张新稳在培训结束后，热情的邀请专家去
他的地里作指导。

庾岭镇种植地膜玉米7155亩、地膜土豆
6215亩，天麻等中药材5130亩、食用菌31.3万
袋。这些数字的背后都离不开镇政府的大力扶
持和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庾岭镇农综站站长
陈东海便是其中一位。每次杨凌示范区科技创
新局到镇上组织培训，陈东海都会全程陪同，认
真记录专家讲课内容，陪同专家实地为群众手
把手操作示范。每年这样扎实有效的培训，让
群众学到了实实在在的农业技术。

培训扎实有效 群众感谢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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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农技师王备战（右一）在为技术员讲解
葡萄种植要领。

高级农技师王备战（右二）向铁峪铺镇农综站站
长杨李（右一）、铁峪铺镇农综站副站长张志龙（左二）
和化庙村党支部书记赵凡（左一）讲解冬枣修剪技术。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刘慧（中）在为庾岭镇
农综站站长陈东海（左）、庾岭镇龙骨岩村村民张
新稳（右）指导天麻种植技术。

陕西省茶产业体系专家王凌云在为茶农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