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苗、修枝、嫁接，通过科学栽植，山地里

能长出成片的扁桃林；引水、增氧、繁育，挽救

种质资源，形成规模养殖；选种、配料、检疫，

经过专业摸索，村民变成了养殖专家……在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农民，

正在通过自身的农技知识积累、相关的专业

能力培训、科学的专业实践操作，主动参与乡

村建设、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培育复合型高素质

农业人才，事关乡村振兴大计。从现状看，乡

村发展仍面临吸引人才载体少、发展事业平

台窄等问题，导致有责任担当、有市场头脑、

懂市场经营的青年建设人才匮乏。为此，各

地应积极加快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扩

宽农民教育培训渠道，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健

全工作机制、形成上下协同、着力平台建设，

引导更多高素质、高学历人才投身乡村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培育更多高素质农民
刘涓溪

■R 一线调查·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

■编辑手记R

开栏的话
牛栏江畔，水清鱼肥，高素质农民为

传统种植带来新气象；秦巴山区，藤编密

匝，非遗传承人用坚守赓续乡村记忆；直

播间内，网友如潮，农民主播熟练地推销

着家乡特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才投入到乡村

建设中，在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拳脚。他

们中，有人投身农业生产一线，将热爱融

入泥土；有人致力于教书育人，用赤诚托

举求学梦；有人用坚守传承老手艺，让乡

村记忆得以延续……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近日，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

才振兴的意见》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乡村人才如

何引得来、留得住？怎样带着乡亲们一

起干、共同富？今起，“一线调查”栏目推

出“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系列报道，记者

分 赴 各 地 农 村 ，倾 听 村 里 人 讲 述 振 兴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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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

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海关动

植物检疫工作是守护国门生物

安 全 的 第 一 道 防 线 和 屏 障 。

2020 年 ，全 国 海 关 从 来 自 102
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境植物产品

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共 6.95
万次。今年前两个月，截获检

疫性有害生物 172 种、7942 次，

截获次数同比增长 40.41%。国

家 生 物 安 全 的 防 护 网 越 织

越牢。

精 准 布 控 、多
重监测，构建立体
防控网络

2021 年新年刚过，南京海

关所属苏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

在进境邮包查验时，发现了大量

的郁金香种球。郁金香花色美

观，可直接通过鳞球茎种球繁

殖，气温高于 5 摄氏度就可生

长，因此每年立春前后，都会有

消费者从国外购买郁金香种球。

然而，作为繁殖材料的郁

金香种球可能携带大量的有害

生物。鳞球茎茎线虫、穿刺根

腐线虫、南芥菜花叶病毒……

这些对普通人来说很陌生的名

字，都是海关从进口郁金香种

球 中 检 疫 出 的 高 风 险 有 害 生

物。比如南芥菜花叶病毒，极

易传播蔓延，一旦传入，将危害

多种经济作物，给我国农业生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苏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每年负责检疫的国际邮包近百

万件。办事处查验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关已经构建

起精准布控、智能查缉、多重监测的立体式防控网络，严防

各类外来物种非法入侵。”

这些年，随着海淘、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一些外来物

种搭乘跨境电商、海外直邮等新产业“便车”伺机而入。

清早，邮车缓缓驶入合肥国际邮件互换局海关监管场

地，从世界各地邮寄来的包裹汇集于此。卸货、开箱、消毒、

分类、查验，合肥海关所属庐州海关关员张承志开始了一天

紧张的工作……通过 X 光机图像和开箱查验，张承志发现

几只远洋而来的活体昆虫藏在几个小玻璃瓶中。

“近年来，通过邮寄方式非法进境活体动物宠物的现象

越来越多。”张承志说，“经此途径进境的活体昆虫，没有办

理任何检疫审批手续，可能携带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

的寄生虫、病毒和细菌；其本身还存在外来物种入侵风险。”

提升动植物检疫能力、开展国门生物安全监测、加强智

慧动植物检疫监管、完善全球动植物疫情和外来入侵物种

口岸监测与预警体系……2020 年，全国海关累计从进境旅

客携带物、邮包中截获各类外来物种共 1258 种、4270 批，为

保障我国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做出了贡献。

借力“高精尖”，查验手段不断丰富

有效防止生物入侵，首先要弄清楚这些入侵生物是什

么。入侵生物种类多样、形态各异，既有肉眼可见的大型甲

虫、杂草，也有高倍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的病毒、细菌。如

何解决微小生物的鉴定问题？各地海关不断探索攻关。

“对于大部分入侵物种，国内没有现成的鉴定方法和资

料，需要查阅大量的外文文献；同时我们配备了大量的高精

尖设备，可有效提高物种鉴定的速度和准确度。”苏州海关

综合技术中心陈云芳博士说，“各种显微镜就是我们的‘武

器’，像扫描电镜，可以将 1 毫米大小的线虫的唇区放大

30000 倍，能清晰地看到线虫的头部鉴定特征。”

为尽可能扩大海关实验室的鉴定范围，苏州海关综合

技术中心利用“DNA 条形码”技术，构建了上百种外来有害

生物的条形码鉴定系统。较之传统方法，条形码方法大大

扩展了鉴定范围，为口岸入侵物种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

支持。

在宁波海关技术中心，对植物寄生线虫的鉴定是顾建

锋团队专注 20 多年的研究内容。现在，顾建锋团队建立了

智能识别系统，让线虫鉴定识别智能化、便捷化。“未来，线

虫检疫鉴定将从现在的两三天缩短至几分钟，提升口岸效

率，让国门生物安全防线和生态安全更有保障。”顾建锋说。

深圳海关所属深圳邮局海关快邮件监管六科的蔡璇和

她的同事们，借助现代化智能审图设备实现快速锁定、精准

查缉，2020 年共截获外来物种 105 批次，涵盖植物、动物以

及微生物三大类，有效阻断了外来物种非法入境通道。

加大科普宣传力度，阻断非贸易
渠道生物入侵途径

“我知道哪些是外来入侵生物！”“我知道从国外回来不

能携带水果！”这是苏州海关举办“国门生物安全进校园”活

动时孩子们踊跃发言的场景……

近年来，全国海关利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等

契机，开展了系列特色科普宣传活动，并在互联网、出入境

口岸投放维护国门生物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系列公益

宣传片，引导全社会增强国家生物安全意识。

专家表示，很多外来入侵物种的传播都是由于公众对

生物安全知识的匮乏造成的。近年来，随着国家生物安全

知识科普常态化，公众保护国门生物安全、建设生态文明的

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旅客携带等非贸易渠道是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重要

途径。”重庆海关技术中心植物检疫实验室孙涛说，“我们成

立了重庆市科普基地和海关总署科普基地，宣传普及动植

物检疫及生物安全知识，希望公众进一步理解生物安全的

重要意义。”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

全法》，赋予海关新的职责与使命，我们将一如既往加强监

管，严格检疫，坚决阻击外来物种入侵，构筑好国家生物安

全之门。”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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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本版责编：董建勤 刘涓溪 吴 凯

在广袤乡村，高素质农民越来越多。他

们或专注于生产经营，或有较强的专业技能，

抑或在社会服务方面提供更多智慧与力量

……如今，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在中华大地上大施所能、

大展才华、大显身手，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热爱与坚守：一头扎进
乡村热土建设

“过程再苦，也比不上奋斗的
甜，坚持总有出路”

4 月初，春染乌蒙山。牛栏江两岸，早已

绿意盎然。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一条条溪

流从地下溶洞汩汩地奔涌出地面，间或有几

条调皮的小鱼跃出水面……

天微亮，云南省曲靖市云南牛渔水产有

限公司负责人包圆，就来到了位于曲靖市沾

益区德泽乡的养殖基地。恰逢繁殖期，既要

张罗人工繁育，又要联系鱼的销路，包圆格外

忙碌，“从小生长在牛栏江边，爱它奔涌的浪

花，更爱那些活蹦乱跳的鱼虾。”包圆回忆：经

过长时间滥捕，土著鱼数量不断减少，“村里

老人说，以前还可以拿叉子叉到大江鱼，后来

即使下网，也只能偶尔捕到一些小杂鱼。”

为改变家乡面貌，2014 年，从云南师范大

学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的包圆，决定返

乡创业。在包圆看来，山高谷深、低温急流，

适合养育肉质鲜嫩的高山冷水鱼，“通过人工

繁育不仅能丰富餐桌，还有助于珍稀土著鱼

的保护。”包圆给自己鼓劲打气。

“农村从来不缺资源。近年来，随着居民

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

求增加，吸引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善经

营 、会 管 理 的 返 乡 创 业 者 回 到 农 村 大 显 身

手。”阿里研究院高级专家左臣明说。

像包圆一样，对农村有着深厚情怀的“80
后”女大学生宋学琴，在“山比人还多”的山西

吕梁山区，通过学习使用扁桃嫁接技术，闯出

了一片天地。

“我这有很多山桃树，能不能嫁接成扁

桃？”宋学琴经常接到这样的求助电话。这

不，她正向一位来自河南的“同行”讲解扁桃

嫁接技术……

从河北嫁到山西，宋学琴坐着三轮车颠

进村，开饭店、石膏加工、养羊，没一个干出模

样，“没好项目，就继续找；过程再苦，也比不

上奋斗的甜，坚持总有出路。”黑黑瘦瘦、个头

不高，但宋学琴一说话，便迸发出惊人的能

量。2009 年，偶然听说山桃可以嫁接成扁桃，

宋学琴就托朋友从新疆带回嫁接穗，请老师

傅来带她“入门”。“用剪刀把穗去皮、削尖，插

到剪开的树枝里，用枝杈固定……”宋学琴边

说边做，汗水从她棱角分明的脸颊滴落，日子

的甜都藏在她绽放的笑容里。

农 业 农 村 部 科 技 教 育 司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现阶段，全国高素质农民超过 1700 万人；

农民科技素质提升为农民全面发展奠定了基

础，对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撑服务更加有力。

钻研与摸索：科学技术
激发生产活力

“技术学习不能停步，只有不
断更新，才能解决更多养殖难题”

一大早，家住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甘草

店镇蔡家沟村的米小红走进牛棚，添草加料

加水、打扫圈舍、清理粪便……

“牛饲料配比十分讲究，用多少草、加多

少料，麸皮、石粉、食盐的比例是多少，都要精

准计算。而且，针对牛的不同生长周期，还要

不断调整。”米小红说得头头是道。她因为经

常接受县政府派来的农技专家授课，通过理

论与实践的摸索，也成了半个养殖专家。

“以前不懂技术，可没少走弯路！”米小红

说，早期，买回的牛种根本养不大，还经常遇

到疫病；经过培训，从挑选品种、买牛种时观

察四肢正不正，到定期邀请兽医到牛棚里做

检疫，米小红不仅观念上有了科学意识，在实

际操作层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现在，乡亲

们在养殖过程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都会来

咨询我。看来，技术学习不能停步，只有不断

更新，才能解决更多养殖难题。”

据了解，目前，甘肃省重点开展万名农民

专业合作社带头人、万名贫困户家庭主要劳

动力和万名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育工程，充分

利用当地专业技术人员、“土专家”、“田秀才”

和致富能人等，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解决农

业问题。甘肃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张保

军表示，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能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是乡村振兴、农业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

在农业生产中曾遇到技术困境的不只有米

小红；刻苦钻研的宋学琴，也曾遇到过类似问题。

2010 年，她和丈夫围着汾西县核桃丈村

周边山坡，用了近两个月时间，嫁接了 4000 多

株野生山桃，但夫妻俩发现挂果不正常。查

资料、跑外地、问专家，宋学琴才知道其中缘

由：“扁桃树属于异花授粉，有时两株‘不对

眼’，栽一块也不能保证高产。”宋学琴说：“只

好再去请教技术专家”，在他们的指导下，宋

学琴开始摸索不同品种的“排列组合”……

“那可是个吃苦营生”，宋学琴说，吕梁山

沟壑纵横，山桃很多长在近乎垂直的山坡上，

宋学琴就身上绑一个带子，另一头系在高处

的树上，腰间别着镰刀“空中作业”，胳膊上、

脸颊上，经常被划出一道道口子，但总算是挑

选到了适合的品种。2018 年，宋学琴夫妇又

流转了 500 亩土地，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在他

们的鼓舞下，汾西县种植扁桃面积已达 1.9 万

亩，带动越来越多人加入扁桃种植。

鼓励与支持：收获越来
越多身份认可

“ 看 到 乡 亲 们 因 卖 鱼 而 日 渐
富裕起来，我就觉得一切很值”

学了技术，但不懂经营，农业生产也很难

做成规模。在家人支持下，2014 年，包圆在德

泽乡左水冲村委会鱼洞河边建起鱼塘。

不过，土著鱼养殖并不容易。一次处置不

当，本想治病却损失了上万尾鱼苗；眼见鱼苗一

天天变大，一场大雨冲毁水沟，没了源头活水的

水塘含氧量急剧下降，其中一个塘的鱼苗几乎全

都“翻塘”，看到眼前一幕，包圆腿都软了……

一筹莫展之际，包圆遇到了养殖户李腾

海。“能找到这些土著鱼本就不易，还繁育出

了鱼苗，这年轻人，靠谱！”李腾海一听包圆的

故事，立即决定出资金搞经营，包圆提供鱼苗

和技术，不仅解了鱼塘之围，还更好保存了土

著鱼的种质资源，带动周边发展起了十几户

土著鱼养殖户。

现在，包圆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打开

土著鱼的销路：把鱼拍得好看、讲好土著鱼的

故事、开办微信公众号、与昆明等城市的餐馆

签订供货协议；除此之外，还用上增氧、冷链

等技术，将土著鱼销往外地，“看到乡亲们因

卖鱼而日渐富裕起来，我就觉得一切很值。”

如今，在农田里奔波的高素质农民，正收

获着越来越多社会认可与支持。乡亲们点

赞：“带回技术的年轻人们，正给村子带来活

力与希望”。各地区纷纷出台支持措施：山东

面向全省全面推开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

度；江苏昆山推出新型职业农民免费上大学

的举措，与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农牧科技职业

学院等多所院校合作办学，帮助更多新型职

业农民提升学历，等等，不一而足。

去年，宋学琴领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

个资格证：（扁桃种植）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心

里乐开了花。4 月初，吕梁山里一簇簇粉色喜

人，漫山遍野开着山桃花。宋学琴走在其中，

脑中的思路愈发清晰：“首先是规模化，把产

量提上来；其次是标准化，像种苹果那样，修

剪、压枝、施肥、套袋，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技术

操作流程……”

全国1700万高素质农民活跃在乡村振兴一线——

知识进乡村 技术富乡亲
本报记者 杨文明 乔 栋 银 燕

图①：宋学琴在查看扁桃长势。

本报记者 乔 栋摄

图②：米小红在牛棚里添加饲料。

本报记者 银 燕摄

图③：包圆在展示自养的鱼。

容 楠摄

本版制图：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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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扬州世界园

艺 博 览 会 ”于 4 月 8 日 至

10 月 8 日在江苏省仪征市

举 行 ，会 期 共 184 天 ，以

“绿色城市、健康生活”为

主 题 ；园 区 总 面 积 230 公

顷 ，总 体 结 构 布 局 为“ 一

轴、两脉、五心、八片区”。

图为 4 月 7 日，扬州世界园

艺博览会园区静待游客。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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