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机演示现场，左边加挂的是开沟机具，右边挂的是播种机具。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熬出中

国味’说的就是有‘身份证’的敖汉小

米，有真空锁鲜包装、家庭装……”新

年将至，王莹正在直播间忙碌带货。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是

世界小米之乡， 于

2012

年

8

月被联

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命名为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王莹在这里

经营着一家有

6

条现代化小米加工

生产线的企业，产品远销日韩及东南

亚的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内经销

商、代理商超

400

家。

“

80

后”新农人、跨境贸易老板、

直播主播、返乡大学生……这些标签

似乎不能完全定义入行

15

年的王

莹。如今，她有一个新身份：敖汉小米

农技工。

敖汉旗有

8000

年的小米种植历

史，也有数十年的小米生产加工销售

经验。 但

2022

年之前， 这条产业链

上从业者的身价并没有随产业发展

“水涨船高”。

“敖汉旗只是一个普通的偏远北

方小县城。 优质劳动力资源本就缺

乏， 外面的优秀人才也大都不愿来。

小米农技工培训是我们为当地产业

发展开出的‘药方’：将当地现有劳动

力培养成为技能化、专业化、规范化

的产业技术工人。 ”敖汉旗就业服

务中心主任尉兴波介绍。

2022

年， 敖汉旗开始打造敖

汉小米农技工劳务品牌，将产业分

为种植、加工、销售和文创四大工

种。 只要感兴趣皆可报名，经培训

和考核合格后获得“敖汉小米农技

工”称号。

目前， 当地已有

5000

多名敖

汉小米农技工， 从事谷子种植、小

米系列产品加工、销售以及服务

工作。

王莹于

2022

年参加培训，经

过一年多观察摸索，最近正在布局

跨境电商。“

2024

年，公司外贸销

售额突破百万元

(

人民币 ，下同

)

，

小米在韩国很受欢迎， 下一步，我

们想寻求更多商机和合作。 ”

“

90

后”马丽洁是小米农技工

培训的首批学员，如今在一家农业

企业从事 生 产 加 工 和 部 分 销 售

工作。

“小米农技工是新生活的敲门

砖。 ”马丽洁告诉记者，“当时我们

培训班上，一半的人都是像我这样

没有学历优势、 没有从业经验、正

在待业的村镇青年。 但你看，我现

在都是单位的骨干了。 ”

马丽洁所在的企业有常驻员工

30

余人， 她是唯一的小米农技工，最

近还兼职直播团队顾问。“因为培训时

老师教了很多直播技巧和带货话术，

做直播的同事都没我专业。 ”

冬藏时节瑞雪飘。 敖汉旗黄羊洼

镇电商人才实训基地一派繁忙， 大家

不 停 在 接 收 订 单 、 称 重 、 打 包 、 发

货 ……

“走出敖汉看敖汉小米，市场潜力

让人干劲十足。 ”丁志刚是敖汉小米农

技工劳务品牌代言人，他瞄定“种植基

地

+

加工基地

+

就业

+

科技

+

流通

+

文旅” 的发展模式， 研发出富硒小

米、代餐小米粥、杂粮提取食品、面条

系列等十多种产品， 年销售额突破

300

万元。

据统计， 敖汉旗小米全产业链经

营龙头企业

180

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

366

家，年产谷子

6

亿斤 ，产值

18

亿

元以上。

“中国种小米的地方很多，但小米

农技工目前只有敖汉旗有。 ” 尉兴波

说，未来随着培训时间和规模的扩大，

小米农技工将会更多。“我们不仅希望

敖汉小米有名气， 也希望农技工成为

就业市场的一张金字招牌。 ”

（奥蓝 张玮）

新职业“农技工”让世界小米之乡焕新机

农技推广

把“盆景”连成“风景”

近年来

,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和

农技推广的深入

,

农业成为了更有奔

头的产业

,

农民成为更有吸引力的职

业。 但也应当看到

,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率不高

,

农业技术与农业生产供

需无法有效对接。 因此

,

从农业生产一

线的需求出发

,

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

作用

,

将试验田里的先进农业技术种

在更广阔的田间地头

,

把一个个“小盆

景”连成一片片“好风景”

,

成为当下一

个重要课题。

在位于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南崴

子村的稻渔科技小院

,

几年来以稻渔

综合种养技术为研究对象

,

开展了一

系列深入细致的科研攻关

,

成功创新

研究出“双边沟

+

分箱式插秧” 的稻

田养殖虾蟹模式

,

让传统的稻田养殖

技术得到了优化和提升。 把实验室搬

到田间地头

,

将技术送到农民身边

,

稻

渔科技小院还通过技术培训、 科普活

动等方式

,

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生

产技能。 目前

,

这一技术模式已在吉林

省推广超过

10

万亩。 实践证明

,

要实

现兴粮丰产

,

要把农技推广的重心放

到科技成果转化上

,

让农民掌握先进

农业技术

,

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

粮食。

农技推广应用

,

要打通进村入户

“最后一公里”。 这既能够推动科技成

果在生产实践中生根、开花、结果

,

也

有助于检验、 丰富、 推动农业科技创

新

,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因

此

,

要深入农村 、面向农民

,

让田埂上

的“农技答问”再多些

,

建立起农业科

技小院、 科技特派员等新型农技推广

交流载体

,

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专家服

务农业农村。 充分利用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专家团队优势

,

在农业科技创新

的各环节发力

,

不断完善“农业科研试

验基地

+

区域示范展示基地

+

基层

农技推广站点

+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链条式技术推广服务模式。

农技推广应用

,

不能忽视农民在

使用中的主体地位。 一个可行的思路

是让科技示范和先进技术协同发展

,

通过在“家门口”打造科技示范田

,

让

农民切身感受到农业技术带来的增产

增收效果

,

直观看到技术应用于产业

带来的广阔前景

,

还要广泛开展线上

问题咨询、技术指导、科学普及等信息

化服务

,

逐渐带动农民改变传统的农

业生产习惯。

一项先进的农业技术能不能得

到农民认可

,

关键在于实用性

,

在于

能不能让农民用得上、得实惠。 各地

应从亟待突破的技术难点出发

,

让更

多科技成果在农村扎下来、 沉下去

,

一方面要把专家的试验产量转化为

农民的现实产量

,

将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为农民可用的新农技

,

吸引更多农

民主动应用先进的生产技能和经营

管理手段

;

另一方面

,

要精准回应农

技服务的新需要

,

匹配乡村产业发展

的新需求

,

让新农技农民一学就会 、

一用就灵。

农技推广应用

,

还要加强基层体

系建设 。 纵向方面

,

可以不断加强顶

层设计 、协同各方联动

,

着力构建多

级联动的农技推广服务模式

,

保障技

术、人才、资金和信息等要素上下贯

通

;

横向方面

,

可以通过设立跨部门 、

跨学科的技术攻关团队

,

整合农业科

研院所 、高校 、农技推广机构和农业

企业的力量

,

共同研发和推广先进的

种植技术、 病虫害防控方法和土壤

改良措施。

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关键在人。

长期以来

,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存在队

伍不稳、能力不强的问题。这就要求我

们加大农技推广人才的培养力度

,

构

建梯次合理的人才队伍

,

广泛吸纳“田

秀才”“土专家”“农创客”

,

支持他们在

农业技术项目、科技创新平台、技术试

验示范中挑大梁、当主角

,

打造一支连

接“试验田到田地间”的人才队伍

,

帮

助乡亲们把“金扁担”挑得越来越稳。

（据《长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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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

轻便易上手

山区“来”了马铃薯播种新农机

“李专家， 你们这机器能给我们

一台吗？ 刚好最近播种需要用！ ”

“孟总，不好意思，这台机器还没

有量产。 我们这台先留给你们用嘛，

用完还给我就行。 ”

年末岁初，正值马铃薯播种的季

节。 近日， 巫溪县尖山镇大包村，市

农科院农机所高级工程师李平带着

最新研发的马铃薯播种微耕机进行

演示后，现场就有了这样一组对话。

让大包村马铃薯种植合作社负

责人孟廉心动的，是在当地还未进行

高标准农田改造的情况下，这台农

机可为马铃薯产业解决机械化播

种的大难题。

马铃薯是山区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产业之一。 近年来，我市在

马铃薯机械化播种上加大研发力

度，推出了一些农机。“但山区还有

很多没有改造的农田，那些中小型

机器并不适用，农户需要微型农机

来过渡，减轻作业强度。 ” 李平说。

因此，在市薯类产业技术体系

的支持下，李平开始了马铃薯播种

微型农机的研究， 并于去年在日本的

考察中得到了灵感。

李平说，马铃薯播种，一般要先开

沟，再施肥、放入种薯，最后覆土掩盖。

但他在日本看到， 当地人就用一台微

型农机，直接在平地上播种薯，更换作

业机具后，在行间进行开沟，就直接把

泥土抛撒到两边的种薯上了。

“这样一来，更改了我们传统的作

业步骤，机械化作业更简便！ ”李平按

照这一思路， 回国后很快选择了一台

市面上常见的微耕机平台， 对配套的

播种、开沟机具进行研究。

播种机具相对简单，关键是调试、

匹配好播种速度，避免漏播。难点在于

开沟机具。

“开沟得够深，翻出来的泥土量才

能足够覆盖种薯。其次，还要考虑泥土

抛洒半径，确保能够盖住种薯。 ”李平

说，根据现有开沟机具，他对开沟的刀

片进行了升级，确保挖得深，同时对种

薯播种行距进行了测试、匹配。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试验，终于赶

在这一季马铃薯播种之际推出了这台

新机器。根据实地操作情况看，种植户

仅需先平地， 就可在微耕机上加挂播

种机具播撒种薯， 然后更换开沟机具

完成覆土， 较人工播种效率提高

5

倍

以上。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设备量产，

助力山区农户用较少的资金用上轻便

好上手的马铃薯播种机。 ”李平说。

（栗园园 问吧 / 图）

山西河曲：中国红葱产业研究院正式挂牌

“中国红葱产业研究院 ”近日

在山西省河曲县揭牌，标志着河曲

携手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开启了深

度合作、双向奔赴的全新篇章。

共建“中国红葱产业研究院”，

是双方围绕擦亮“中国红葱之乡”

招牌的重要举措，是食品工业技术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进

一步配置河曲县市场优质创新资

源，开展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与工程

化、标准化、市场化、产业化等具

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当地大力实

施农业“特 ”“优”战略 ，深挖红葱

资源优势， 全链条全要素保障 ，红

葱种植面积成倍增长 、 产值大幅跃升 。

特别是“河曲红葱 ”地理标志商标 、“中

国红葱之乡”、“中国红葱产业研究院 ”

等国字号品牌的加持赋能，红葱产业必

将成为引领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撑。

（张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