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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科技培训 播下希望的种子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赴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赴紫阳县开展科技培训活动侧记紫阳县开展科技培训活动侧记

通讯员通讯员 储茂银储茂银 农业科技报记者农业科技报记者 殷存峰殷存峰 雷建梅雷建梅

““什么时候能把杨凌农科专家请到紫阳来给什么时候能把杨凌农科专家请到紫阳来给
群众讲课就好了群众讲课就好了，，我们这里的群众都很渴望科技我们这里的群众都很渴望科技
知识的浇灌知识的浇灌。。””电话那头电话那头，，陕西省紫阳县农业农村陕西省紫阳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方先念的声音满是诚恳局副局长方先念的声音满是诚恳。。

早在早在 20222022 年底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一次偶然的机会，，方先念了方先念了
解到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与农业科技报解到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与农业科技报
社经常联合开展义务科技下乡时社经常联合开展义务科技下乡时，，专门联系本报专门联系本报
记者进行了解沟通记者进行了解沟通。。于是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今年今年55月月2222日日，，应方先念的邀请应方先念的邀请，，杨凌示范区杨凌示范区
科技创新局与紫阳县农业农村局开展了一场全县科技创新局与紫阳县农业农村局开展了一场全县
1717 个乡镇共同参与的系列科技培训活动个乡镇共同参与的系列科技培训活动，，播下了播下了
希望的种子希望的种子。。

在东木镇关庙村培训现场，紫阳县驻村扶

贫干部方瑜玲拉着专家，一会请教李子树的管

理技术，一会咨询新品种农产品的价格。说起

关庙村、柏杨村的农业现状，每一组农业数字，

他都了如指掌，“柏杨村种植蜂糖李1500多亩，

是村民朱堂双从贵州引进的新品种，含糖量达

到24%，去年大果5个一斤，每斤售价200多元，

在京东等销售平台成了热销水果。因为发展前

景好，县上非常重视。在县农业农村局的大力

推广下，全县已经种植了8000多亩，成了一张

除富硒茶外代表紫阳县农业发展的新名片，这

次培训肯定能将果农的管理技术再提升一个高

度！”方瑜玲说道。

“师傅，在山区道路上开车转弯时一定要鸣

笛，山里骑车的人多。”培训路上，紫阳县农业农

村局王晓斌股长叮嘱着同行的司机师傅。“大

哥，你种了多少玉米、大豆？种植面积超过1亩，

可以去村上可以领补贴200元哦！”山里碰见正

在地里干活的群众时，王晓斌便会停下车交待

一句。在这次的系列培训中，王晓斌让记者看

到了一名普通的农业干部对工作的热爱和为人

民服务的赤诚之心，他对全县176个村子的村

名、位置、种植结构都烂熟于心，随时提问都能

对答如流。“能把杨凌农科专家请来给我们做培

训，对我们基层的工作推动简直是如虎添翼！”

王晓斌对记者说道。

6天时间，2组专家，全县各乡镇21场系列

培训圆满结束了。在农业科技报社的对接下，

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安排的乡村振兴农业技

术培训，让紫阳群众享受了一场科技“盛宴”，杨

凌农科专家播下的科技种子，也必将在紫阳群

众心中生根发芽。

“这个虫子叫蝼蛄，也叫蛄蛄，

但它可不是咱家亲戚。”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教授花蕾指着大屏幕上的图

片，风趣幽默的讲解，赢得培训群众

开心的掌声。

紫阳县洄水镇小河村的科技培训

原定在早晨 9 点开始，年轻干练的副

镇长李科峰早早就组织好了小河村及

附近种植中草药的群众前来参加。可

是由于雨水天气导致山体滑坡，去小

河村的一段道路发生堵塞，李科峰立

刻联系附近修路的挖掘机疏通，虽然

专家到达的时间将近10点，但来参加

培训的群众没有一个提前离开。

在洄水镇茶稻村的茶叶栽培技术

培训现场，李科峰安排了镇上 8 个村

和 2 个社区的务茶骨干来学习，100

多人的课堂里，除了专家的讲课声，

没有一丝嘈杂。联沟村残疾人张胜

兴拿着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局发放

的茶叶图书，标记着席彦军讲解的技

术要点。培训会后，他告诉记者，他

之前是一名贫困户，2020年在政府的

支持下领到了 3 千元补助，镇政府干

部帮他开发了十多亩山坡地，种上了

茶叶，现在他的年收入能达到 3 万

元，是种茶让他彻底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现在只要有茶叶科技培训，不

论多远他都会来参加。”

理论培训课结束后，群众跟着专家

和县农业农村局干部去山上茶园现场

学习修剪技术，近两公里陡峭的山路，

张胜兴虽然走得很慢，但却执着坚定。

“我们紫阳茶园种植面积有26万亩，是全国

闻名的天然富硒茶大县，茶产业是我们的支柱产

业。近年来，部分乡镇根据地情地貌还发展了蜂

糖李、中药材、魔芋、莲藕、金钱桔等产业，我想让

群众多学习这些作物的种植技术。既然做农业，

就得从科学管理上提高品质，农产品有了好品

质，群众才能增收。从今年年初截止到目前，县

农业农村局已经开展培训175场次、9700多人

次。下一步，我们还将在产业致富带头人、农村

乡土人才、高素质农民培育等方面加大培训力

度。”当方先念谈起紫阳县农业发展现状时，脸上

洋溢着对农业工作的热爱。

紫阳县红椿镇尚坝村茶园综合管理培训原

定时间是下午2点，但不到1点半，前来听课的群

众已经把教室外面的楼道都坐满了。老人拄着

拐杖，妇女抱着小孩，井然有序。红椿镇农综站

站长江东升不停地为后面到来的群众找凳子安

排座位。但随着群众越来越多，眼看楼道也坐不

下了，群众都建议冒雨在村委会广场听课。于是

在濛濛细雨中，在偌大的广场上，响彻着老师清

晰有力的讲课声，五颜六色的雨伞构筑了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江东升说：“茶业是红椿镇的地方

性支柱产业，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就靠种茶、采

茶、制茶，所以每逢政府组织培训，大家总是积极

参与，都想从专家那里多汲取一点知识。”

今年，在紫阳县400多家茶企里，红椿镇的

紫阳春茶厂脱颖而出，获得“中亚峰会招待用茶”

殊荣。当紫阳春茶厂总经理江祖友得知陕西省

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席彦军要来村上开

展培训时，非常期待。刚见到席彦军，他就打开

了话匣子，各种问题接二连三，各种新思路不断

碰撞，两个同行业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说起紫

阳茶叶的发展史，江祖友有些哽咽，“从刚建厂的

艰辛，到现在政府的定期培训、收购鲜叶补贴

10％，再到逾千万的贴息贷款等各项支持，当初

的苦到现在的甜，离不开好政策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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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在雨中认真听讲群众在雨中认真听讲。。

张胜兴张胜兴（（左左））在茶园向陕西省茶叶产业技在茶园向陕西省茶叶产业技
术体系岗位专家席彦军术体系岗位专家席彦军（（右右））请教技术要领请教技术要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花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花蕾（（左左））与陕西省茶叶产与陕西省茶叶产
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席彦军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席彦军（（右右））交流茶叶病虫害技术交流茶叶病虫害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