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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
闻网记者 王婕 通讯员 吴磊）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农大”）校长吴普特
作序的全国首部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特色教材——《乡村振兴与“头
雁”使命担当》一书，日前由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有效填补了“头雁”
培育教材的空白。

西农大把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写作为开
展培育项目基础性工作来抓，自2022年7
月起，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教授开发“头雁”
培育课程，并开展试讲式评审，全力打造精
品示范课程，着手编写“头雁”项目特色教
材，24位长期从事教育培训工作的专家、教
授和培训管理者共同历经两年编著而成。

该书先后经过20余期“头雁”培训班
试用，反复修订成稿。全书内容丰富，由政
策与法规、素养与视野、管理与营销三个模
块组成，涵盖目前“头雁”面临的17个热点
难点问题。能够指导帮助“头雁”完善知识
结构、拓宽发展视野、提升思想境界、更新
发展理念、优化管理方法、增长科技知识、
增强产业技能，肩负起引领示范和辐射带
动农民共同富裕的崇高使命。

西农大具有开展农业农村干部及人才
教育培训实践的雄厚基础和光荣传统。
2014年4月10日，西农大被中组部确定为
全国干部培训高校基地，成为全国唯一农
业农村干部培训高校基地。西农大还成立
了国内高校首个农民发展学院，按照不同
类型不同层次农业农村干部、人才和高素质农民需
求，分级分类精准制定培养方案，打造了一系列特色
精品培训项目，形成了“西农”培训品牌。

2022年3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乡村
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西农大积极响应，
提高政治站位和认识，把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作为学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切入点，以一流
农业大学使命担当，结合学校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
色和优势，着力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研究、制定标准、
规范运行力，积极探索并初步构建“头雁”培育“321+
N西农模式，指导“头雁”成立发展联盟，设立“头雁”产
业发展专家工作站，把论文真正写在大地上。

2022年和2023年，西农大共承担贵州、甘肃、山
西、新疆、陕西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头雁”培育任
务2800余名，为“头雁”项目提供“西农方案”，在主
管部门组织的质量评估中取得优异成绩。

吴普特在序言中说：“学校将以‘头雁’培育项目
为契机，扩大培训领域和规模，加强培训基本能力建
设，创新培训方式方法，不断改进提升培训质量，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提供
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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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南临渭区开展
新春慰问乡村行活动

本报渭南讯（宋蕊娟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
记者 陈小文）1月29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农业农村
局赴下邽镇柳园村开展“真情关爱暖民心——新春慰问
乡村行”活动。慰问组一行来到柳园村村委会，看望慰
问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和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米、
鸡蛋、油、水晶饼等慰问品。群众纷纷表示：“感谢党和
政府，我们将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通过自己的辛勤劳
动发家致富，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本报西安讯（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靳
民）2月4日，陕西全省农业农
村局长会议在西安召开。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对标落实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农村厅局
长会议部署精神和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工作要求，总结2023
年工作，分析全省“三农”发展
形势，交流工作经验，安排
2024年重点工作。陕西省委
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书记、厅长孙矿玲讲话；省农
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
韬主持；省委农办副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陈文宣读有关文件。

孙矿玲指出，2023年，陕
西省农业农村系统面对多发
重发的自然灾害，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七个提升工程”工
作部署，克服困难、砥砺奋进，
守底线、促振兴、强保障，粮食
单产和总产均创历史新高，脱
贫成果持续巩固，特色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和
改革活力持续释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全
省“三农”基本盘越守越稳，农
民增收路径越走越宽，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乡村发
展动能越改越强。全省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按照新职能、新
定位、新使命，准确把握“三农”
形势，认清困难挑战、找准短板
不足，抓住有利机遇、挖掘有效
潜力，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工
作，大踏步全面振兴乡村。

孙矿玲强调，2024年，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的重大部署，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两确
保、三提升、两强化”为重点，
持续实施好农业强省“七个提
升工程”，聚焦“五个突出”，以

“九个突破”带动整体提升，聚
力推动全年任务落实。一是
以大面积单产提升为突破，加
强撂荒地整治和耕地种植用
途管控，挖掘潜力打造“吨粮
田”、高产田，落实关键技术和
农业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粮食
安全。二是以激发内生动力
为突破，突出“精准”和“及早”
强化监测帮扶，增强产业就业
后劲，凝聚社会帮扶合力，确
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三是
以设施农业建设为突破，全力
做大畜牧业、做优蔬菜产业、
做强果业、做精渔业，稳定“菜

篮子”供给。四是以全产业链
建设为突破，加强梯次培育的
工作机制，建强融合发展平台
载体，探索联农带农的模式路
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五是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突破，坚
持数量质量并重，建管用一体
化，推广旱作节水农业，治理
农业面源污染，守好耕地这个
命根子。六是以“三个赋能”
为突破，强化科技支撑作用，
持续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
加快数字农业农村建设，不断
拉动发展引擎。七是以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加强农
村户用厕所改造和污水垃圾
治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乡村建
设水平。八是以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为突破，着
力化解突出矛盾，弘扬乡土文
化，选育先进典型，提升乡村
治理水平。九是以“千万工
程”为突破，聚合要素、健全机
制，打造和创建一批示范村，
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样板。

孙矿玲要求，全省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学习运
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深化
落实“三个年”活动，主动干、
马上干、扭住干、创新干，争做
新时代的“实干家”。要进一
步增强“忧患意识”，树好底线
思维，把住底线红线，防住风
险隐患，加强“督”和“帮”，把
各项任务和要求真真正正落
到实处。要进一步抓住农业
农村改革机遇，开拓进取、追
赶超越，做到改革之前不停
步、改革之中不断档、改革之
后聚合力，奋力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走在西部前列、争做西部
示范。

会议对2023年发展粮食
生产、扩种大豆油料、大面积
单产提升、抗灾夺丰收工作突
出的渭南、榆林、咸阳、宝鸡、
西安、汉中、安康等7个市农业
农村部门通报表扬，还对全省
农业农村领域安全生产治本
攻坚三年行动、“守护三秦”消
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
行动和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等
作安排部署。

会上，西安市、渭南市、延
安市农业农村局和汉中市乡
村振兴局主要负责同志作交
流发言，省农业农村厅副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和下属各单位
班子成员，各市（区）农业农村
局和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同
志及有关涉农高校和企业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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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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