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市农机总站：聚合力、添动力
“六大课堂”扎实推进农机手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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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汉中讯（农业科技报

记者 康军）5月22日，由中国

公共关系协会和汉中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2023“一带

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陕

西省汉中市天汉大剧院举

行。活动以“深化互信，凝聚

共识”为主题，“信”字最终成

为 2023“一带一路”年度汉

字。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

郭卫民，政协陕西省十二届委

员会副主席魏增军，汉中市委

书记张烨出席并致辞。

郭卫民在致辞中指出，

2016年以来，中国公共关系

协会精心打造“一带一路”年

度汉字发布活动，旨在借助汉

字这一独特符号阐释中华文

明精髓、讲好中华文化故事，

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

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如今已发

展成为社会各界认可度较高

的汉字文化传播平台。

魏增军在致辞中表示，陕

西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孕育

了古丝绸之路文明，见证了古

丝绸之路辉煌。2023“一带一

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丝绸

之路源点城市汉中举办，是以

汉字文化和汉风古韵为代表

的传统文化的碰撞融合，是中

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

鉴，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具

有重要意义。

张烨在致辞中介绍了汉

中的历史人文、资源禀赋、生

态优势、产业发展，并表示，此

次活动对于进一步丰富提升

汉中的城市文化内涵，深度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

快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

来，汉中市聚焦“绿色循环·汉

风古韵”战略定位，实施优秀

传统文化传播

工程，大力发

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着

力当好优秀传

统文化的保护

者、传播者，做

活文化赋能城

市 发 展 大 文

章，以文脉、山

脉、水脉、古道

等为经络，推

进文旅商交体

养全面融合，

加快打造国内

知名旅游目的

地和世界旅游

目的地城市之

一。汉中将以

此次“一带一

路”年度汉字

发布活动为契机，加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切实把

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推进高

质量发展胜势，在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大格局中贡献更

多力量。

发布活动在古典汉文化

歌舞秀《大汉锦绣》展演中正

式拉开帷幕。整场活动结合

汉中特色文化，通过朱鹮舞、

陕南民歌、情景表演、专家解

读、创意汉服秀等多种文化展

示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多角

度创新表达、创意解读“一带

一路”年度汉字。活动现场，

还揭晓了吉祥物朱鹮的名称

为“文小洋”，并经过相关领域

权威专家学者和媒体评选推

荐，“信”字最终在9个候选汉

字中脱颖而出，成为2023“一

带一路”年度汉字。随后，清

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

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天树

进行了专业解读。

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深入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近日，农业农

村部在各省推荐基础上遴选发布

2022年十大农作物、畜禽、水产优

异种质资源，旨在提升全民资源

保护意识，引导科研单位、种业企

业深入发掘资源潜力，将资源优

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

此次遴选发布的十大优异农

作物种质资源均为2022年在全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中新发现的

珍稀特色、具有创新开发利用价

值的地方品种，包括明水大红芒

香稻、龙水梯老黄玉米等10个；十

大优异畜禽种质资源是我国养殖

历史悠久、具有典型体貌特征和

品质特性的地方品种，包括莱芜

猪、清远麻鸡等10个；十大特色水

产种质资源为初步突破繁育养殖

技术、推广初具规模的水产养殖

品种，包括秦岭细鳞鲑、瓦氏雅罗

鱼等10个。这些资源涉及粮、果、

菜，猪、马、牛、羊、鸡、鸭，鱼、贝及

两栖爬行等多种类型，经专家鉴

定，在品质特性、抗病抗逆、潜在

功能等方面特色鲜明、表现优异，

具有科研、社会、文化价值，产业

开发前景广阔。

据悉，2021年农业农村部启

动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计划

利用3年时间，全面完成农作物、

畜禽和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

抢救性收集保护一批珍稀、濒危、

特有资源。2022年，各地按照统

一部署，分类施策，突出阶段性重

点任务，强化技术支撑，扎实推进

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工作深入开

展。农作物方面，野外普查收集

全部完成，实现了对全国2323个

农业县（市、区、旗）的全覆盖，新

收集种质资源12.4万份，一些古

老的地方品种和特色资源得到更

好保护；畜禽方面，填补了青藏高

原区域普查空白，摸清了970多

个品种的种类、数量和分布，发现

了新种质资源21个，采集制作保

存遗传材料33万份；水产方面，

完成了 61个大宗种和 251 个特

色种的系统调查，累计调查场所

800多个。

2023年是中央种业振兴行动

“三年打基础”的关键之年，农业

农村部将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加快推进种质资源普查各项

任务落实落地，实现种质资源应

收尽收、应保尽保。

（据《农民日报》）

农业农村部

遴选发布2022年
十大优异农业种质资源

5月20日，河南省开封市尉氏

县邢庄乡尚村杏园，村民在采摘成

熟的杏子。近年来，尉氏县积极引

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空闲地，发展

特色庭院经济，因地制宜种植樱

桃、杏子、葡萄等特色经济林木，打

造精品田园和美丽庭院，既增加了

家庭收入，又美化了人居环境，取

得了增收和环保双赢的效果。

李新义 摄

初夏时节
杏子黄

为做好新时期农机手培训工作，加快

推进西安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西安市农

机总站创建全媒体教育培训模式，创新开

设“六大课堂”，扎实推进培训工作，不断

提升农机手综合素质。

立足提升综合素质，开设理论大课
堂。理论课堂根据“一村一品”“一县一

业”，“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专业技术

人员坚持用农民朋友听得懂的话授课，先

讲解、后释疑、再讨论，确保每次培训入脑

入心。仅2023年春耕春管期间，围绕粮

食、果业、蔬菜的全程农机化技术，在全市

8个涉农区（县）共组织培训32场次，培训

农机手3000余人次，为春季田间管理提

供人才和技术保障。

立足提质量扩数量，开设农机云课
堂。利用5G信息互联网平台建立“西安

农机云课堂”，着力扩大培训覆盖面，进一

步提升农机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聘

请专家、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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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同步行业产业发展，既有政策解读，又有

引领农机化发展趋势的智慧农业内容，更

有对新农具认知的扩展和运用。目前，云

课堂直播24次，累计时长超35小时，总

上线人数已达60万人次。《中国农机化导

报》《西安日报》等媒体竞相报道，肯定了西

安市农机技术推广工作的创新之举。

立足平台服务思维，开设“抖音潮课
堂”。当前，农民朋友青睐短视频，农机手

关注短视频平台。创建“西安农机”官方

短视频平台，相关知识通过平台广泛传

播，手机变教具，技术培训成为农机手眼

中有趣的事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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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广

大农机手们的喜爱。截至目前，共发布农

机化重点技术、农机具介绍、农机农艺融

合等十大技术合集视频150余条，粉丝

5600多人，累计播放量超过250万。

立足作业质量提升，开设实践真课
堂。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合作社

一线推广新技术，启动“实践真课堂”。在

农机具前，技术人员介绍机具构造原理、

技术要点、注意事项，针对大家普遍关注

的热点问题，现场解答，既宣传了相关政

策，又纠正了片面认知。实训老师一对一

进行指导，对错误操作及时纠正，确保训

练科学、规范，农机手们通过实践，作业质

量快速得到提升。

立足解决实际问题，开设田间微课
堂。在小麦宽幅沟播、玉米密植、机械化

收获减损等重点技术现场会、观摩会上，

开设“田间微课堂”。邀请教授、土专家现

场开讲，用几分钟讲授一种新技术、推介

一种新机具、介绍一个操作技能、分享一

个维修窍门。简单实用，深受农机手欢

迎。分享的同时将其录制成小视频，以短

视频形式在平台发布，形成多次传播反复

学习的良好内循环，惠及更多无法到现场

学习的农机手。

立足开眼界促谋划，开设外出拓展课
堂。本着让农机手开眼界、长见识、内

促思考、外化行动的目标，每年组织农

机人才参加全国农机展，赴上海、山东、

江苏等农机产业发达省市考察学习，了

解农机发展趋势的同时，先后引进叶菜

收获机、果园无人植保机等一批新机

具，高效服务西安市果业、蔬菜等农业

生产工作，强化种植户对农机提升生产

效率、促进农业增效、产业增收的意识，

农民群众使用现代化农机的积极性明

显提高。

西安市农机总站创建“六大课堂”，

“屏对屏”+“面对面”形成合力，精准施

策、融合互补，为农机手提供便捷化、多

样化、个性化培训，农机技术的知晓率和

覆盖率不断突破，培养了一大批农机实

用人才，不断推进西安市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

农业科技报记者 牛博成 通讯员 张海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