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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帮科技帮扶扶 化茧成蝶化茧成蝶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科技培训见闻

农业科技报记者 殷存峰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农艺师曹卫贤与培训群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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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山村村支书吴喜林为培训群众买来新凳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花蕾（左）、化庙村村支书赵凡

（右）在地头与种植户卢来喜交流。

花蕾用虫子危害的叶片向群众讲解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知识。

“‘西农’的‘花骨朵’专家来了

吗？”4月4日清晨，陕西省丹凤县

庾岭镇石门塬村村支书张玙早早来

到村广场，一见到记者便上前询问。

看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花蕾后，他快步上前，紧紧握住花

蕾老师的手。“花老师，咱又见面

了！您每次来都会给我们解决大

问题，我们这些农民就盼着您呐！

以后可要多来啊……”此时，天空

飘起了蒙蒙细雨，但石门塬村广场

上，已整齐的摆放了上百个小凳

子，很多群众已披着雨披在等候花

蕾老师的培训。因为花蕾老师的

多次下乡，他和村民们有了深厚感

情，再加上他特别的姓名，石门塬

村的群众都亲切的称他为“花骨

朵”专家。

像这样的场景，在石门塬村已

经是第五年了。

从2018年起，陕西省杨凌示

范区科技创新局每年在丹凤县都

会开展科技帮扶工作。在当地宣

传部和农业农村局的积极配合协

调下，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根据

当地种植结构，安排对应的专家教

授为当地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

很多群众都在专家培训的过程中，

找到了科技务农的新品种、新技

术、新方法。

“我们镇上坪村急需4500斤

土豆种，有没有适合我们这地情地

貌的种子？”“杨凌的马铃薯新品种

哪种产量高？4月份这个时候能种

吗？”…… 连珠炮式的问题看得出

蔡川镇镇长王斐的焦急，当记者给

他联系到合适种植的种苗时，王斐

才放下悬着的那颗心，这也是历次

培训过程的一个缩影。

“一会儿培训完让专家晚点走，

我还想请教专家几个山茱萸病虫害

的问题。”寺坪镇农综站站长黄勇年

轻的脸上写满期待。“我们镇山茱萸

去年收购价不太理想，天牛、蚧壳虫

比较多，影响了山茱萸的品质，我想

问问专家有什么简捷有效的办法，

能大面积推广给群众预防病虫害。

还希望你们这样的培训多给我们寺

坪镇安排几场才好。”

商洛市很多县依山而建，受地

域发展限制，大多数村子土地很少

有大面积连片种植，土门镇土门村

有100多亩平坦的土地，当地村委

会在县、镇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起

了猕猴桃种植。今年是土门村种

植猕猴桃第四个年头，从幼苗到现

在挂果，一路离不开杨凌农科专家

的精心“呵护”，该村群众也已经逐

渐了解了科技种植带来的好处。

该村村支书杨华自豪地说：“再等

一二年，村集体经济一定能让群众

走上崭新的康庄大道。”

在龙驹寨镇冠山村，群众参与

培训的热情让专家看到都十分感

动。还没到培训时间，村里广场摆

放的凳子上就已经坐满了人，没有

喧闹，没有嘈杂，有人手里还握着笔

和本子。龙驹寨镇党政办主任张

静、农综站副主任王宇给专家介绍

起了村子的冬枣、葡萄、西瓜的种植

面积及发展情况，镇政府还定期安

排技术人员对村子种植户进行技术

指导。龙驹寨镇是丹凤县的“后花

园”，近年来，冠山村在村支书吴喜

林的带领下，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发

展村集体经济，不仅修建好了各种

道路设施、健身器材，还发展起几十

家农家乐，开发采摘季旅游。“我们

村的冬枣水份大、味道甜，一到成熟

季，县上和到丹凤旅游的人都喜欢

来这采摘、游玩。村民们爱学习、爱

培训，大家都说现在的好日子是沾

了科学务农的光。村集体经济每年

给群众分红，虽然老人孩子多，但人

均年收入也在1.5万元左右。”吴喜

林高兴地说，“欢迎经常来培训，给

我们引进杨凌的新品种，有什么农

业生产中的问题专家也能及时指

导。”培训结束时，吴喜林特意加了

专家的微信。

4月3日至8日，杨凌示范区科

技创新局共安排了22场科技下乡

培训，最后一场培训来到了化庙

村，这里是铁峪铺镇发展樱桃种植

规模最大的一个村。化庙村村支

书赵凡说，“因为山里村民樱桃作

务技术相对落后，不如外地的樱桃

卖价好，此次培训樱桃果蝇等病虫

害防治，让我们学到了真本事。后

期，我们还想让杨凌农科专家从修

剪、土肥管理等方面，再来我们村

给群众多讲讲。”化庙村村民卢来

喜已经70多岁了，作务樱桃已近

20个年头，每年收入有3万多元，

是远近闻名的种植能手。此次培

训中就数他的问题最多，拉着花蕾

问不停：蚜虫防治有什么土办法？

什么时候打药最好？裂果最有效

的办法是什么？花蕾耐心的一一

作答。培训结束时，卢来喜望着花

蕾离去的背影，眼神有些怅然若

失，好像无声的在说：“你们要是能

随时指导，该有多好啊。”

在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和

当地政府部门的积极配合下，五年

的基层培训，让丹凤县农技中心和

12个乡镇农技站的农技人员与杨

凌农科专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丹凤县农技中心主任黄涛、副主任

赵颖每年都会主动联系杨凌示范

区科技创新局，陪着杨凌专家走遍

各个乡镇，细心询问各乡镇培训需

求，五年来，各乡镇科技下乡培训

工作没有出现过一次意外。

赵颖给记者说起各乡镇的基

本情况和农作物种植结构时，也是

如数家珍：棣花镇农综站的工作有

新人接手、商镇今年多种了几十亩

玉米、冠山村发展了阳光玫瑰葡萄

……“有时下雨了道路塌方，绕十

几公里也要去镇上；有时镇长在村

上走访，再远也要到村上见到镇

长，询问镇上的培训需求，然后排

好各乡镇的课程，再回到县上发培

训通知。”赵颖说，“有人问我们，为

什么这么认真？群众需要呗！杨

凌科技和杨凌专家在我们这里群

众当中可是这个！”赵颖竖起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