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欣）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在第

29届中国杨凌农高会盛大召

开之际，农业科技报社评选出

2022年度“十佳读者”“优秀

读者”35名，授予王中来等10

名读者“十佳读者”称号，授予

徐华新等25名读者“优秀读

者”称号。

2001年7月29日，《农业

科技报》在国家首个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正

式更名创刊。20余年来，在

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杨凌

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守正创新、

砥砺奋进，紧紧围绕服务乡村

振兴国家战略和服务杨凌示

范区履行国家使命大局，扎实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组建成

立杨凌农科传媒集团，全力打造

涉农新型主流媒体旗舰，持续巩

固拓展主流舆论影响力，全面构

建乡村振兴为农服务体系，为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杨凌示范

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媒体力

量。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

国优秀科技报、陕西农业科技服

务业名牌等20余项荣誉。

农业科技报社20余年的

快速发展，离不开广大读者的

鼎力支持，是广大读者以风雨

同舟、荣辱与共的真情关爱，

为农业科技报社的发展提供

了不竭动力。为了褒奖和感

谢广大读者多年来对《农业

科技报》的厚爱以及对报纸

宣传工作所作的艰辛努力，

农业科技报社评选出 2022

年度“十佳读者”“优秀读

者”，旨在进一步加强编读交

流，听取读者的心声和需求、

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办报

质量。希望受表彰的读者再

接再厉，在各自的区域内发

挥纽带桥梁作用，带动更多

的读者一如既往地关注《农

业科技报》，为报社发展建言

献策，为媒体服务“三农”、助

力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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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坚守“三农”初心 传播科技强音
——《农业科技报》评选出2022年度“十佳读者”“优秀读者”35名

“十佳读者”10名

王中来（杨陵） 姚博仕（西安） 赵安军（西安） 杨争光（咸阳）

陈新武（西安） 任忠军（宝鸡） 李秀渊（咸阳） 程 关（咸阳）

朱海荣（甘肃） 杨建刚（宝鸡）

“优秀读者”25名

徐华新（河南） 张建军（汉中） 王 泊（汉中） 刘树林（汉中）

范晓龙（江苏） 黄建军（汉中） 周宝君（汉中） 刘明祥（山东）

王安康（渭南） 张周厚（宝鸡） 肖红发（渭南） 胡富元（湖南）

周祥冰（渭南） 唐宏良（咸阳） 强宏科（宝鸡） 张军义（渭南）

吕秉超（咸阳） 何存录（渭南） 徐锁劳（宝鸡） 梅方明（安徽）

张振祥（山东） 万乖芳（宝鸡） 杨小军（宝鸡） 柯红卫（咸阳）

兴利（咸阳）

《农业科技报》2022年度“十佳读者”和“优秀读者”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以前遇到资金难题

时，只能四处借钱或者向

银行贷款，自从村里有了

扶贫互助资金协会，借款

方便多了，我家的养猪产

业也越做越大了。”近日，

前来办理借款手续的村民

慕海荣满怀感激地说。

慕海荣曾是陕西省榆

林市吴堡县慕家崖村的贫

困户，由于缺乏资金，他的

脱贫产业一直没有起色。

2020年，一筹莫展的他通

过申请，向村里的扶贫互

助资金协会贷款2万元，用

来发展养猪产业。近年

来，在村干部的帮扶和自

身的努力下，慕海荣的养殖

规模不断扩大。目前，他家

已养殖100余头猪，年收入

达到10万余元。“扶贫互助

资金真是一场及时雨！”看

着猪圈里嗷嗷待哺的小猪

崽，慕海荣脸上乐开了花。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以来，吴堡县针对贫困群

众发展致富产业贷款难等

问题，积极探索实施扶贫

互助协会管理规范运行新

模式，鼓励、支持、引导贫

困村成立扶贫互助资金协

会，并结合自身发展实际，

探索出协会管理“三步

曲”，有效缓解了群众资金

短缺，以及向金融机构借

款无抵押、难借款、手续繁

多等难题，增强了脱贫户

和易返贫致贫户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目前，扶贫互

助资金协会已成为吴堡县

推动扶贫工作的有效抓手

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新

途径。

扶贫互助资金协会成

立后，吴堡县在担保方式、

借款程序、借款额度、借款

用途等方面，重新对互助

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优化

和调整，通过制定相关制

度，进一步强化了互助资

金各个环节的监管措施，

为互助资金规范运行提供

了坚强有力的保障。同时，

该县还立足当地县情，围绕

基层组织建设，将县级原有

的各个互助资金协会统一

整合为脱贫村互助资金协

会，充分发挥起互助资金的

杠杆作用，使之成为贫困户

脱贫有效之策。

截至目前，吴堡县共

建立互助资金协会81个，

实现了脱贫村互助协会全

覆盖。协会总资金达4903

万元，发放借款3649.76万

元，借款率高达 74.44%，

成为了全县脱贫攻坚强有

力的“助推器”。

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被运用到农

业生产各个环节，数字农业、智慧农业

应运而生。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不断

更迭的过程中，对大量农业数字科技

人才的需求激增。前不久，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18个新职业，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便是其中之一。

为了加快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新职

业的普及和推广，9月17日，农业数

字化技术员国家职业标准初审会在北

京召开。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牵

头组织农业行业相关科研机构、院校

及农业企业的专家根据《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对农业数字化

技术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初审上会稿

进行初审，会议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

的方式进行。

据了解，从今年8月10日起，在

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农业农村部人力

资源开发中心委托格林斯利（北京）农

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组建编写专家

组，对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初审上会稿进行了编写。农业

数字化技术员职业技能等级主要划分

为5个等级，从五级到一级分别为能

操作、会应用、懂管理、产业链数字化、

数字化专家的数字农业人才队伍。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是指从事农

业生产、农村生活数字化技术应用、推

广和服务活动的人员，主要工作任务

包括收集农业生产案例、分析数字化

需求、组织实施农业数字化解决方案、

为用户提供现场指导和技术培训等。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被认定为新职业，

是国家对千千万万以数字化技术或工

具服务于农业一线的工作者职业的一

种认可。 （据《农民日报》）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前，准备好口罩、消毒纸巾

或便携式免洗手消毒液等

物品。

2.全程佩戴口罩，尽量

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安

全距离，打喷嚏、咳嗽时用

纸巾或肘臂遮挡。

3.在车站、机场、码头

等要主动配合监测体温、查验

健康码，尽量减少滞留时间。

4.乘车期间保持手卫

生，尽量少碰触扶手等物

体，不要用手直接接触口、

眼、鼻。

5.尽量使用扫码支付

等非接触支付方式付费。

6.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结束后，正确洗手，确保手

部卫生。

前往超市、商场等公共场所

1.遵守场所管理规定，进

入场所时按要求佩戴口罩，测

量体温，出示健康码等。

2.列好购物清单，尽可

能减少购物逗留的时间。

3.购物、结账时尽可能与

他人保持1米以上距离，优先

选择非接触扫码方式付费。

4. 乘 坐

电梯时，优先

使用扶梯，如

果必须乘坐

厢式电梯，应佩戴口罩。

5.回家后立即洗手，做

好手部卫生。

到农贸市场购物

1.配合体温检测。

2.做好个人防护：在低

风险地区农贸市场内应随身

携带口罩。在人多的摊位购

物时，应当佩戴口罩。中高

风险地区顾客进入农贸市场

应全程佩戴口罩，挑选商品

时建议佩戴手套。优先使用

扫码付费方式结账。

3.加强个人卫生：避免

用不干净的手触摸口、眼、

鼻，打喷嚏时等部位。咳嗽

打喷嚏用纸巾或用肘臂遮

挡口鼻。

4.购买冷冻食品时，尽

量避免直接用手触碰。回家

后，及时用肥皂或洗手液洗

手。食品加工前要认真清洗

并防止水花飞溅。加工时注

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后再

食用。存储时，最好使用保

鲜袋独立封闭包装。

（据科普中国）

这些防疫科普小知识请牢记

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

让互助资金协会成为群众身边的“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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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张慧 通讯员 张怡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