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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凯华

“农事窍门、直播带货，这场培训干
货满满。”“感觉不虚此行。”提起乡里刚
刚举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参加培
训的农户们既兴奋又满足。当系统且专
业的培训结束后，来自垣曲县长直乡的
60名农民学员顺利结业，信心满满地准
备大干一场。

入冬以来，大多数农村进入农闲时
节。对于农民来说，这个季节该干什么？
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班（玉米班）、高素质
农民创新创业培训班、葡萄园管护机械
化技术推广示范演示培训会、山楂新型
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班……连日来，记
者走访调查发现，结合各地农业产业实
际，全市各地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正在
如火如荼开展。

高素质农民培训，作为培育更多爱
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的
重要途径，在乡村人才振兴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今年，按照省、市年度实施方案，

市农业农村局明确培育总体思路、目标
任务、工作重点、培训重点，以政策扶持
为支撑，大力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

在永济市卿头镇伍塚村，一架造型
小巧的自走式打药机穿行在葡萄藤间，
不一会儿又快速返回，平稳流畅的喷洒
操作吸引了众多“同学”围观，其中就有
来自当地的果农晋晓强。“听到市里要办
机械化技术培训班，我赶忙报名，好好学
习一下规范操作，学好了自己能省不少
活，如果有余力，还能给周边农户提供服
务。”晋晓强高兴地说。

这是我市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
的一个缩影。今年，市农业农村局以产业
需求为导向，以政策扶持为支撑，大力实
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累计培育高素
质农民上万人。“明年，学有所成的高素
质农民把学到的新知识、新技术应用到
实际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又将成为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头雁’。”介绍起今年
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名录，市农业农村局
社会事业促进科负责人彭博坦言，我市

如此高密度的农民培训，旨在逐渐缩短
“学农”与“务农”的差距。

“这次的培训课程涵盖了农业保险、
直播带货、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我学
到了很多实用的专业知识，也开阔了眼
界。回去后，一定会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生
产生活中。”参与闻喜新型经营主体、服
务主体带头人培育班（玉米班）的学员吴
先生告诉记者，培训中，来自各乡镇的农
户学员们认真听、仔细学，遇到感兴趣或
不明白的地方，还会积极提问。

跟着本地种田和养殖能手学，跟着
农业系统基层干部学，跟着农业龙头企
业、农机专家学。以芮城县 2024 年高素
质农民培育经营主体型培训班为例，培
训期间，当地农业农村系统围绕现代农
业高效生态种植、养殖等内容，先后邀请
省、市两级相关行业专家，围绕小麦高产
栽培技术、土壤管理、农作物的合理配
肥、病虫草害防治技术等，为学员授课，
并针对日常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答疑
解惑。

此外，不少培训班还通过理论学习
和实践操作的双重“补给”，加强农业实
操上的针对性。比如，夏县水头镇的一场
培训中，高级农艺师李欣紧贴产业发展
需求，培训采取“点餐式”递进方法，满足
他们多元化、个性化、实用化的学习需
求。

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技术，今年秋收，
种粮大户李霞种植的小麦亩产超400公
斤。“小麦专家接触的地块多，经验丰富，
这是课本上学不到的，取长补短才能达
到‘1＋1＞2’的效果。”李霞说，去年参加
的农民培训让她掌握了更多“一喷三防”
的要点，才有了今年的丰产。

显然，人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关键因素和动力保障。全市农业农村系
统构建配套培训体系、实施产业扶持措
施、广泛开展各类农民培训，旨在让更多

“新农人”在乡村创业中成长为“兴农
人”。据了解，原计划总计培训8174人，目
前正在开设或完成的培训班有152个，预
计11月底完成全部培训任务。

农 闲 不“ 闲 ”充 电 忙

□记者 张筱苑

张安康创办的水果出口公司
坚持到现在，一直都运行得非常
平稳。当然，无论是和他合作过
的客商还是果农，都知道他从来
不亏任何人。

熟悉他的人都了解，张安康
在开公司之前，生活其实特别艰
辛。正是因为有了以前的经历，
才会让他一直不忘初心。

张安康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
过世了，到了婚娶的年龄，因为

条件有限，要说一门亲事还是有
点困难的。

当时村里一名柴姓村民早就
看中了张安康这股子憨厚老实劲
儿，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就对张安康说了一点：“你人好
就行，我知道你是乖娃。”张安
康一直把这句温暖的话记在心
间。

妻子因病不幸过世后，张安
康虽又重新娶妻，但在这几十年
间，他一直在照顾着前妻的母
亲，逢年过节或家里有大大小小

的事情，张安康都会第一时间出
面解决。

张安康的行为感动了现在的
妻子，她也非常支持张安康这样
做。

如今，前妻的母亲已经年过
九旬，腿脚也已经不太利索。张
安康就给她买轮滑车、改装院子
台阶、在旁边加滑道，方便老人
出行。

“人都有老的时候，我不想留
下遗憾。”张安康的话语深沉，但
非常有力。

厚 待 前 任 丈 母 娘

八方点赞张安康（7）

“大家好，我们是稷山县蔡村乡到村大学生。
欢迎大家来到公益助农直播间，这次为大家推介
的是我们蔡村乡东蒲村喜获丰收的苹果。”眼下正
是苹果大量上市之际，蔡村乡到村大学生走进稷
山县泰丰果蔬专业合作社的果园开展线上直播，
帮助果农销果。

面对网友的询问，镜头前的大学生们详细介
绍了东蒲村苹果的种植历史、苹果品种及口感等。
果园里，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在主播声情并茂的
解说下，不少网友都踊跃下单，想品尝一下这新鲜
采摘的苹果。

稷山县泰丰果蔬专业合作社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苹果产量、质量都很好，大学生的助力让
销量逐渐向好。更重要的是，大学生的宣传提高了
东蒲苹果的知名度，能帮助更多果农卖个好价钱。
希望这些到村工作大学生能发挥所长，切实融入
百姓，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青春价值。

一台手机、一个支架、一场直播……怀着对家
乡的热爱之情，像这样的助农行动，这些大学生已
开展多次，有力拓宽了果品销路。今年以来，蔡村
乡积极探索助农增收新路子，发挥青年干部优势，
通过直播和短视频等形式，大力推介区域内的农
特产品，如樱桃、桃子、苹果等，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记者 景斌

稷山县蔡村乡到村工作大学生

直播带货 助农增收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杜磊）11月
16日，盐湖区飞盘大赛在东郭运动公
园火热举行。作为2024年黄河金三角

（运城）运动休闲体验季暨城市体育节
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次比赛吸引了来

自3省6市的百余名飞盘爱好者参赛。
比赛当天气温较低，中条山的风

也为比赛“加油鼓劲”，队员们怀揣着
对飞盘运动的热爱与执着，展开了一
场体能、技艺与毅力的较量（上图）。

飞盘是一项既考验团队合作又
锻炼个人技巧的竞技运动。比赛中，
飞盘的飞行轨迹变化多样，选手们需
要熟练掌握飞盘的投掷技巧，以及与
队友的战术配合。

半场休息时，双方队长对刚刚
的比赛进行复盘与战术调整。特地
从太原市赶来的国家飞盘集训队队
员徐颖异说：“运城有这样一个比
赛，让飞盘爱好者聚在一起，我感
觉非常好。”

盐湖区飞盘运动协会会长吕一
凡说：“此次的飞盘比赛是7V7男女
团队对抗赛，飞盘运动最大的特点是
可以在比赛过程中锻炼身体、交朋
友。飞盘是一种团队运动，大家可以
一起商量战术，非常有团队参与感。
同时，这个比赛可以给全国各地的飞
盘爱好者提供一个平台，也希望更多
的人可以加入到这项运动中。”

此次比赛由运城市盐湖区体育
事业发展中心主办，运城市盐湖区飞
盘运动协会承办，山西吾非凡体育文
化有限公司执行，运城小凡星儿童康
复中心赞助支持。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李爽）为进一步增强辖区
家长的家庭教育素质和能力，近日，河津市城区街
道开办培训班，邀请河津市家庭教育协会会长、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解红向辖区的妇联干部、妇女
代表传授亲子教育知识。

在培训班上，解红积极营造情境，引用大量案
例，讲解了家长与孩子正确沟通的重要性，提醒家
长要认真倾听孩子的声音，通过换位思考，了解孩
子行为背后的感受和需求；深刻剖析现代父母普
遍面临的挑战是沟通障碍，从身边的生动案例入
手，帮助家长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
家长们提供有效沟通的方法；鼓励大家灵活运用
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家庭和孩子的个性化需求。

培训结束时，参加培训人员纷纷表示收获满
满，进一步掌握了与孩子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和
技巧，今后会将所学知识融入日常生活中，当好孩
子成长路上的引领者和陪伴者。

盐湖区东郭运动公园上演飞盘大战

河津市城区街道

开展家庭教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