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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记录农民的生活光

景，见证“三农”发展的荣耀时刻；一

个节日，分享农业科技报社的光荣

与梦想，继续报纸与千万读者之间

的深情相约。第29届杨凌农高会

期间，农业科技报社“十佳读者”、

“优秀读者”评选出炉，甘肃省庆阳

市宁县新宁镇农户朱海荣荣获“十

佳读者”荣誉称号，记者随即通过电

话采访了他。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订阅

《农业科技报》？

朱海荣：我是甘肃省庆阳市宁

县新宁镇人，从2010年开始，我就

订阅《农业科技报》，已经有12个年

头了，订报12年，年年喜丰收。因

为我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一个

偶然的机会，在我们县政府农业农

村局看到了这份报纸，翻阅浏览后，

觉得很实用。当时就拨打电话咨询

订报事宜，

后面就一

直订阅。

记者：
您阅读《农

业科技报》

一 般 会 花

费 多 长 时

间？

朱 海
荣：我平时

比较忙，经

常要外出，所以阅读报纸的时间一

般都是早上起床后。2016年，我成

为宁县林润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后，订阅的《农业科技

报》就送到合作社了。每天来到合

作社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报纸，每

天基本看报一个多小时。

记者：您经常关注《农业科技

报》上哪些

方 面 的 信

息？

朱 海
荣：我比较

关注农业

政策、种植

养殖具体

技术、好的

经验方法

和模式，以

及一些成

功的案例等。看到有用的信息，就

把同事都叫过来，大家坐下来一起

分享讨论。

记者：订阅《农业科技报》给您

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朱海荣：坚持订阅《农业科技

报》12年，让我有很大收获。大家都

知道，做农业投资大、风险高、回报

慢。通过阅读报纸，我需要及时了

解市场动态和农业政策，这样有利

于把握合作社发展方向，带领社员

们长期稳定地增收致富。农闲时，

我把大家组织在一起，选读报纸刊

登的实用技术和科技、致富信息给

他们听。大家都喜欢这种方式，学

到了很多现代农业的前沿科技和

实用技术。

和朱海荣一样，《农业科技

报》拥有很多热情的粉丝，“优秀

读者”评选活动开展以来，经常收

到读者来信来电。除了讲述和

《农业科技报》的故事，给报纸提

出建议意见以外，他们更多的则

是表达感谢，《农业科技报》上丰

富多样的农业资讯武装了他们的

大脑，科学实用的农业技术和农

业新理念、新模式帮助他们增产

增收，脱贫致富。

大家好，我叫任忠军，是陕西省宝鸡嘉禾

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农业科技

报》的忠实读者和特约通讯员，从事农业科技

推广相关工作已有25个年头。

记得那是 1998 年的冬天，我刚接手村里

的一个农药店不久，有一天，邮递员老李拿

了一摞报纸来店里找我，就是《农业科技

报》。他耐心介绍了这份报纸的基本情况，

随后说，我觉得可能对你经营农药店有帮

助，推荐一下，订不订随你。

以前从未订过报，当时心里还有些排

斥。从老李手里接过一份《农业科技报》，

粗略浏览了供求信息和种养技术两个版面

后，就被上面的内容迷住了。一个小时后，

我直接订阅了一整年的报纸。心里特别地

高兴，开农药店终于有了主心骨，再也不是

“两眼一抹黑”做生意了。

从此，在销售农药过程中，我从《农业科技报》

上认真学习农作物种植管理和植保管理技术，对

各种农药有了新的认识，再结合农民兄弟反馈的

实践经验，我的专业知识越来越多，服务水平大大

提高，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一年一个脚印，一年一

个台阶，门店商品销量稳步上升，效益越来越好。

步入新世纪，《农业科技报》的栏目与内容不

断调整升级，我的专业知识储备量也日益增加。

2005年，我有了新思路，在我们镇上又开了一个

农药店，同时加入眉县农技中心农药种子销售体

系。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我通过

《农业科技报》专心学习各类农业有关的政策法

规、科学技术、成功案例、方法技巧，吸取精华，丰

盈大脑。

2006 年，在农业科技报社指引下，我报

名参加农技员培训，最后顺利通过考试，正式取得农技员

职称，成为一名扎根农村、服务农民、助力农业的“有身份”

的人。

十几年如一日奔走在农田，销售农资的同时，帮助农民兄弟

答疑解惑，当地群众都对我印象深刻，亲切地叫我“庄稼医生”。

2010年，我通过《农业科技报》认识了国内几家果树花粉企

业，从而对猕猴桃商品花粉有了初步了解，我也成为陕西猕猴桃

领域第一个推广商品花粉的人。

2012年，我又通过《农业科技报》知道了一种防止猕猴桃溃

疡病的先进产品噻菌铜。当时，这是防治猕猴桃溃疡病的最新产

品。我作为经销商，积极引进并带领猕猴桃种植户试用后，效果

明显，给他们带去了可观的效益。

2015年，我的“嘉禾丰”自主品牌问世，我们再次与《农业科

技报》合作，把猕猴桃花粉推广销售到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猕

猴桃产区，营养液销售到全国各地。

2018年，市场变革的新需求产生，《农业科技报》再次牵线搭

桥，我们开始代理并推广农业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把多年总

结的先进经验、成功模式及开发的新产品推广到陕西省各地市的

基层乡镇农资经销商手中，让更多农户受益。

2020年至今，我们的“嘉禾丰”猕猴桃花粉和营养液连续三

年出口销往韩国等国家。

今天能有如此成就，离不开《农业科技报》的指引与帮助，

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农业科技报》就是咱们农民致富的好帮

手，是经销商事业腾飞的翅膀！我们将在《农业科技报》见证

下，走向成功和辉煌！今后将继续为农民致富、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果

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杨建刚，订阅《农业

科技报》12年，非常荣幸能成为《农业科技

报》十佳读者之一。

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大背景下，在上级党委政府的

关心支持下，扶风县果业服务中心

广大干部职工扎根基层、服务“三

农”，全力推进果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果菜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

致富的主要来源和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实施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回想我参加工作以来的情景，

真是历历在目。从12年前成为

《农业科技报》的一名忠实读者开

始，我一路成长，离不开这份报纸的熏陶感

染，离不开基层群众的鼓励认可。

在工作岗位上，我始终坚持“为群众办

事，为群众说话”，《农业科技报》帮助我掌

握最新的三农政策，给我提供了最前沿的

种植养殖技术和最新的市场信息后，为我

们从事和开展农业领域的技术推广工作提

供了指引和方向。

工作之余，我不断学习，努力提升自己

业务技术水平，坚持从《农业科技报》中汲

取先进理念、先进文化、先进技术，结合扶

风县当地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理清果

菜产业发展思路，不断探索适宜当地果菜

产业发展等新技术和新模式，更好地服务

基层农业生产。

我希望《农业科技报》能一如既往地贴

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基层，关注“三农”，为

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媒体力量。

我是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

药王洞乡三联村八组村民杨争

光，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学的

是农学，干的是农业，对农村熟

悉，对农民有感情。

订阅《农业科技报》有15年

了，我从报纸上获取国家最新政

策、最新资讯、最新技术，摸熟摸

透后，带领广大农民一起把这些

知识应用到农业实践中。

多年来，在基层一线服务

“三农”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阅

读《农业科技报》，从报纸上学成

功案例、致富经、科技知识。特

别是每年在杨凌举办的农高会，

我通过阅读《农业科技报》农高

会专刊专版，获取了很多行业动

态、供求信息、市场动态等一手

资讯，这是我带领农民兄弟干好

农业的风向标、晴雨表。

一年又一年的学习，一天又

一天的积累，我通过《农业科技

报》报名参加报社组织的农业技

术培训，成了有技术、有经验、有

职称的人，由农民变成了技术

员、高级农技师，甚至晋升成了

农民兄弟口中的“乡土专家”，先

后被当地政府和农业公司聘请，

当上了农业技能培训基地、农民

职业学校、农民合作社的农技

员，深入田间服务广大种植户。

我平时最关注的是《农业科

技报》上的“三农新闻”、“种植课

堂”、“农产品电商”等专题内

容。每到农时农事季节，农民都

会向我咨询种植什么农作物能

赚钱，国家惠农政策有哪些？因

此，我在阅读《农业科技报》的同

时，也引导农民群众多看报纸，

让他们从报纸上获取掌握国家

重大方针政策、产业方向、供销

情况，以此来指导农业生产。

今后，我也将继续发挥好

“乡土专家”的作用，把办公室搬

到田间地头，为大家集中解决问

题，把农业技术推广好，把农业

政策宣讲好。在乡村振兴的新

征程中，期待《农业科技报》能继

续发挥媒体作用，关注农民，支

持农民，为我们提供更多高新农

业技术和信息，最后祝愿《农业

科技报》越办越好！
在陕西乾县姜村镇，提起户户乐农机

专业合作社，那真是家喻户晓，合作社

2022 年小麦机械化耕种收作业面积

25800多亩，无人机飞防作业面积210000

多亩，同时中标了武功县部分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项目。合作社被咸飞联社定为“先

锋飞防乾县中队”，被咸阳市农机管理中心

授予“抗疫先锋”荣誉称号。而作为户户乐

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程关，则完成了从

“饭店老板”到“合作社掌门人”的华丽转

身。面对记者，程关由衷地讲：“是《农业科

技报》为我们农民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1999年，还在读中学的程关因经济原

因无奈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在苦学厨艺7

年后，程关回到家乡创办了“十里香”饭店，

几年下来，饭店生意红红火火，程关也积攒

下丰盛的资金、人脉和良好口碑。但农村劳

动力的匮乏、种庄稼的艰辛与效率低下、汗

水付出与收入的不对称深深烙印在程关的

心中。农业该怎么发展？农民的出路到底

在哪里？作为《农业科技报》的忠实读者，程

关养成了在新闻和国家政策中找寻答案的

习惯，国家关于支持合作社发展、鼓励农业

托管等一系列政策深深地吸引了他。

弃商从农 二次创业

2018年，在村两委的支持下，程关带

领11户农民牵头成立了乾县户户乐农机

专业合作社，他们自筹资金，购置拖拉机、

药材收获机和乾县第一架无人植保飞机，

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实行订单农业，购买

烘干设施和加工设备，引进自走式秸秆捡

拾打捆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先进设

备，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

为了提升合作社社员的作务技术水

平，程关为社员免费订阅了《农业科技

报》，组织大家学习农业技术和政策；与农

业科技部门举行专题技术培训；与县农广

校、农机校合作培训新型职业农民；2019

年成立乾县户户乐现代农业科技协会，与

县农机管理站常年举办安全生产培训，推

广植保无人机，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为创

建无人机服务产业示范县作出了成绩。

打造品牌 用心服务

依靠在报纸上学到的各地农业托管

的先进经验，合作社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托

管社会化服务，在半托管的基础上逐步实

现全托管，促进了农业农机现代化发展。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程关带领合作

社、协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无人

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消毒防控，消毒面

积210万平方米，被咸阳市农机管理中心

授予“抗疫先锋”荣誉称号。

同时，合作社积极进行品牌建设，申

请了小麦绿色食品认证，注册了“户户乐

农”、“程关”等商标；进行蔬菜基地标准化

建设，发展养殖、种植、有机肥加工循环一

体化模式；建立宽幅沟播小麦示范基地、

米增密度示范基地；联合农业农村局进行

“吨良田”推广等，使乾县社会化服务走在

陕西省前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面对成绩，程关并没有满足止步。

他说，《农业科技报》内容丰富，不但为

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技术信息，还

为农民和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组

织合作社和农业托管，带动了产业发

展。下一步，他们合作社还要大步前

行，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做全国农机

专业合作社托管服务的领头兵！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药王洞乡三联村八组村民杨争光：

家有报刊 致富不难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新宁镇农户朱海荣：

“订报12年，年年喜丰收”

户户乐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程关：

农服“领头雁”有了“指南针”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杨建刚：

“十佳读者”话心声

杨争光（左一）陪同中

科南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文红斌，考察宝鸡

市众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粮食作物种植示范基地。

朱海荣在养殖基地查看中蜂生长情况。

陕
西
省
宝
鸡
嘉
禾
丰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任
忠
军
：

企
业
腾
飞
的
﹃
隐
形
翅
膀
﹄

杨建刚（左二）和同事在种植户地里查看茄子生长情况。

一份报 一颗心 倾情助力乡村振兴

程关正在忙着田间地头的收割。

（本版稿件由全媒体记者 郭媛媛 王军 采写）

编者按: 一直以来，《农业科技报》社始终坚持为群

众办报、依靠群众办报的优良传统，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生
产和生活实践开展工作，努力发掘群众中涌现的先进事
迹，树立典型，增强新闻工作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20余年来，《农业科技报》在大力宣传党的“三农”政
策，全面展现农业农村发展成就，总结宣传基层群众伟大

创造的同时，及时反映农民群众心声诉求，为促进农业发
展、农民幸福、农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把报纸内容做实做精，《农业科技报》切实服务
农村读者，相继开设“现代农业”、“品牌农业”、“创富天
下”、“种植天地”、“养殖园地”等专题，常年开设有“读者
服务台”、“科技110”、“瓜果蔬菜帮您卖”、“科技前沿”等

读者喜爱的栏目。由于报纸内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实
用性和服务性，因此深受科研院所、涉农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种养大户等读者群体的喜爱，读者自费订阅率达
95％以上。

在多年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工作实践中，我们
发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自己和身边人鲜活的事例讲述

着读报用报的收获；他们分享着从《农业科技报》中学到的
政策、技术和经验；他们通过报纸了解农业资讯、增强致富
本领、带动产业发展、丰富文化生活、促进乡村振兴。

今天，我们就带来一组这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从他
们的故事中，分享知农爱农情怀，践行强农兴农使命，团结
鼓舞广大农民奋力开创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