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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北山区，广东云浮罗定市龙湾镇大石村，54
岁的村支书蓝永焕最近如愿拿到了法学本科文凭。

“多亏了‘办在家门口的大学’，让我不脱产、

不离乡‘啃’下了一门门功课，拿到了大学文凭。”

蓝永焕感叹。他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说动了

儿子报读大专。

蓝永焕的文凭与普通大学一样，上课修学分，

结课通过考核才能拿到。同时，它有“时时可学、处

处能学”的网络教学优势，为奔忙在“三农”一线的

农村学员，提供了更加灵活方便的学习、提升途径。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如何将高等教育资

源延伸到农村基层，为乡村振兴培养各类人才？

蓝永焕口中“办在家门口的大学”，正是云浮求解

这一问题的答案。

2019 年 1 月，云浮市引入广东开放大学开展

校地合作，依托云浮开放大学设立云浮乡村振兴

学院。3 年多来，依托“1 个学院+18 个镇村分院+
4 个教学点”的组织体系，乡村振兴学院直面农村

需要，创新“协同育人”模式，把优质大学资源连接

到乡村，把涉农优势专业下沉到村民家门口，把高

质量的教育培训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连接大学资源，家门口培
训高素质农民

罗定市罗平镇双莲下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加挂着一块“云浮乡村振兴学院双莲教学点”的

牌子。门口的村道，是村民办事下田必经之处，进

来听课，非常方便。85 后陈洁玲就时常过来“充

电”，她是云浮乡村振兴学院培养出来的首批农村

致富带头人之一，如今成了传授技能的“土专家”。

当年，发现当地辣椒市场商机好，陈洁玲辞职

回到村里，准备规模种植辣椒，但自己在种植、管

理上面临的技术难题多，想去学点东西，可成日困

于田间地垄，要放下手头的活儿坐在课堂学，根本

不现实。陈洁玲坦言：“我们这偏远乡村，也就隔

三岔五来个农技员，就算碰上了，人家凭啥教你？”

陈洁玲曾经的困境，在云浮不是个例。学技无

暇、求教无门，高素质农民培养难。乡村振兴，需要

大批本土人才。而人才培养，归根到底还是靠教

育。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贞琴说：“广东开放

大学是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重要支撑。”2019
年 1月，广东开放大学与云浮市开展校地合作。

“这个动作背后，是学校具备的三大优势。”广

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一是信息化办学基

础深厚，全校有 5000 多名信息化专任教师；二是

广东开放大学全体系转型发展，其中一项重点任

务就是面向农村，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产学

研平台协同，有利于服务乡村振兴。

不久，云浮乡村振兴学院长岗坡分院就在罗

平镇成立，还开设了农业农技培训班。陈洁玲马

上报名，成了学院的第一批学生。经过培训，她

从辣椒种植“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不仅自己学，陈洁玲还定期组织合作社负责

人和种植户到分院学习农技知识，将农技培训“课

堂”搬到田间地头，向农户释疑解难。在陈洁玲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辣椒种植行列，通过

学院培训后成长为懂技术、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

陈洁玲的辣椒基地，由原来的 200 多亩发展

到 6000 多亩，她还带动其他农民种植 4 万多亩辣

椒。陈洁玲的公司辣椒年产值 6000 多万元，辐射

带动 2 万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云浮乡村振兴学院大力开展高素质

农民培训，开办了 10 余类、共 20 多期技能培训班，

2 万余人次受训。

送教送到家门口，提升乡
村干部学历和能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蓝永焕从云浮乡

村振兴学院毕业后，拿到的不只是一纸文凭。

“ 以 前 碰 到 村 民 闹 纠 纷 ，自 己 也 不 是 很 懂 ，

只能靠面子劝说，但总是治标不治本，疙瘩还是

没解开。现在给大家调解，学校里学的东西就

派上用场了，有法有据，令人信服。”蓝永焕说。

这不，村民陈某因对土地流转有疑虑，迟迟

不愿配合，影响了村里的广藿香规模种植。“土

地承包权还是你的，只是经营权流转出去，你的

租金等权益都落在合同条款里了，有法律保证，

放心吧！”经过蓝永焕的解释，陈某解开了疑问，

签了流转合同。

“蓝书记年纪不小，但学习劲头很足。一开始

电脑、手机都不会操作，经过辅导老师手把手地

教，自己认真钻研，很快就熟练掌握了。”蓝永焕的

班主任崔陈一说，广东开放大学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教学方式，让更多像蓝永焕这样的在职学

员时时可学、处处能学。

“能拿到本科文凭，我还是挺自豪的。”蓝永焕

说，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经历做示范，鼓励更多年富

力强的镇村干部参加学习，学成后更好回馈乡亲。

广东开放大学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杨翠友说，

村两委干部是一线实践者，不缺实操，但学历是

他们发展的短板。学院实施以村两委干部为重

点的培训计划，为这些乡村带头人进一步发展储

备能量。

最近 3 年，云浮开放大学各村镇分院（教学点）

接收了 400 多名村两委干部、镇公务人员和新型村

镇经营者（主体）参加大专、本科学历教育，他们学成

后能力普遍提升，带领乡亲们奔向更美好的生活。

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提升
乡亲们增收致富能力

走 进 云 浮 乡 村 振 兴 学 院 新 兴 县 天 堂 分 院

朱所村教学点，老远就能闻到菜肴的香味。大

厨石金坤一边颠锅翻炒，一边不忘向身旁的学

员讲解要点。学员都是附近村民，很多想创业

就业。

“这是我们开展的订单式培训服务，根据各

个地方的特色确定课程，学员自己确定上课时

间，方便灵活。‘镇村点菜、学院炒菜、乡村振兴

办埋单’是这种非学历培训模式的特色。”杨翠

友介绍。

云 浮 市 龙 湾 镇 以 南 药 种 植 为 支 柱 产 业 ，

广 藿 香 的 种 植 一 度 让 乡 亲 们 头 疼 不 已 ，按 照

种 植 其 他 南 药 的 方 法 除 草 、下 肥 ，广 藿 香 幼 苗

很 难 存 活 。 根 据 镇 村 需 求 ，云 浮 乡 村 振 兴 学

院 龙 湾 分 院 请 来 广 西 植 物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开

展 广 藿 香 种 植 技 能 培 训 。 棠 棣 村 村 民 黄 家 锐

得 知 消 息 后 ，赶 紧 报 名 参 加 ，“ 专 家 不 仅 在 课

堂 上 梳 理 基 础 知 识 ，还 下 地 教 学 示 范 。 用 了

专 家 的 方 法 ，我 种 的 广 藿 香 存 活 率 翻 番 ，收 益

提 升 了 不 少 。”

云 浮 乡 村 振 兴 学 院 院 长 伍 永 胜 介 绍 ，学

院 的 培 训 服 务 与 各 地 特 色 品 牌 建 设 紧 密 结

合 ，相 得 益 彰 。 新 兴 县 天 堂 分 院 以“ 粤 菜 师

傅 ”为 品 牌 ，培 养 乡 村 厨 师 1000 多 人 ，发 展 流

动 餐 饮 团 队 25 支 ，带 动 3000 多 人 就 业 。 龙 湾

分 院 以“ 南 药 种 植 ”为 品 牌 ，为 300 多 人 次 脱

贫 劳 动 力 开 展 技 能 培 训 ，加 快 了 他 们 致 富 步

伐 ……

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

需要，云浮乡村振兴学院不断优化专业设置，开

设了农村电商、土木工程等多个“新农科”专业，

开办了“村镇课堂”，根据各镇各村品牌特色，定

制化开发培训课程体系，省、市、县三级开放大学

协同，推进教师团队、教材、课程资源成套输送到

乡村振兴一线。

刘文清表示，广东开放大学将继续梳理、提

炼云浮乡村振兴教育经验，逐步向全省推广实

践，努力推动职业教育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

有作为”。

广东省云浮市探索乡村振兴教育新模式

大学办到家门口 乡村人才有奔头
本报记者 陈伟光 贺林平 姜晓丹

■聚焦乡村人才振兴R

“才下枝头，就

到舌尖。搭乘冷链

物流，荔枝成了‘金

果果’。”今年夏天，

广西壮族自治区苍

梧县沙头镇横江村

果农谭远江种的荔

枝 销 路 很 好 ，受 到

市 场 欢 迎 。 横 江

村 的 荔 枝 产 业 发

展 驶 入 快 车 道 ，带

动更多农户丰收又

增收。

荔 枝 不 易 储

存 ，“ 若 离 本 枝 ，一

日 而 色 变 ，二 日 而

香变，三日而味变，

四 五 日 外 ，色 香 味

尽 去 矣 ”。 说 起 今

年 荔 枝 新 卖 法 ，谭

远 江 直 言 受 益 不

少：“以前运输跟不

上 ，走 长 途 果 子 品

相 和 味 道 都 会 变

差，只得地头批发，

每 公 斤 不 过 四 五

元 ；现 在 有 了 冷 链

货 柜 车 ，过 冰 、包

装、运输一条龙，鲜

荔枝最高价格卖到

每公斤 60 多元。”

实 际 上 ，我 国

不少鲜活农产品仓

储运输都需要冷链

物流支持。由于不

少地方温控保鲜技术跟不上，冷库、冷藏车

等设施设备缺乏，跨季节、跨区域调节农产

品供需能力不足，导致好东西难以卖上好价

钱。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相对滞

后，流通环节损失率达 20%至 30%，远高于

发达国家 5%左右的水平。因此，必须加快

补上冷链物流短板，减少农产品流通损耗，

扩大高品质市场供给，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最初一公里”是农产品流通的起点，也

是冷链物流建设的重点。一方面，在农产品

优势产区、重要集散地，加快冷链物流设施建

设，增强仓储保鲜、商品化处理和初加工能

力，可以降低产后损失，通过择期错季销售、

分级分类处理等措施，提高销售价格。比如，

建在果园、地头的“田头小站”，用冰水浸泡降

温，冰块填充运输，就能很大程度锁住荔枝新

鲜品质，北运卖上高价。另一方面，还要结合

南菜北运、西果东输等实际，适应不同农产品

的流通要求，结合产业发展布局，引导新型经

营主体在重点镇、中心村等布局冷链物流设

施，优化提升设施综合利用效率。

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要经过诸多环

节，冷链物流建设必须着眼农产品流通全

流程。无论储存预冷、冷链包装，还是检测

分拣、快递配送，设施设备建设都要注意串

珠成链，确保上下贯通、集约高效，提升农

产品配送质量，努力实现低成本、低损耗、

高品质。要推动发展农超对接、农批对接、

农企对接，加快构建从优势产区到主销区

的全流程冷链物流体系。通过“平台企业+
农业基地”“生鲜电商+产地直发”等方式，

鼓励大型生鲜电商、连锁商超等加强城乡

冷链设施对接，打造“上行下行一张网”，推

动形成产销密切衔接、成本低、效率高的农

产品出村进城新通道。

短板可变跳板，弱项也是潜力。加快

畅通农产品流通“最初一公里”，补上冷链

物流短板，既能增加鲜活农产品销售半径，

提高市场覆盖率，也将倒逼农产品供给水

平的提升，推动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带动

更多农民鼓起钱袋子、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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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新农村R

走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田洼智

慧农业园，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工人们

搭载轨道升降机，在一排排无土栽培立体高架

中采收蔬菜。

4 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玻璃温室内，一块弧

形屏幕实时显示园内各区域的温度、湿度等数

据。“园内有 160 多个监测点，可以实时监测并

发回数据，用大数据管理作物生长。”园区负责

人潘海燕介绍，园区采用 60 余项“5G+农业”新

技术，种苗选育、水肥管控、产品溯源等全面实

施数字化管理。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田洼智慧农业园综合

效益达到传统种植的 50 倍以上，带动当地 300
余名农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过 3 万元。“这里

工作轻松，离家也近，每月收入 3000 多块钱。”

田洼村 60 多岁的村民苗诗富感慨道，“过去种

地靠天吃饭，收成时好时坏，现在用上高科技，

干活脚不沾泥，浇水、施肥都是智能化操作，我

一个人就能管理 2000 平方米大棚。”

田 洼 智 慧 农 业 园 是 宿 城 区 运 用 数 字 技

术 推 动 传 统 农 业 向 现 代 农 业 转 型 发 展 的 一

个缩影。近年来，宿城区大力开展数字农业

建 设 ，目 前 已 建 设 智 慧 农 业 基 地 8 个 ，全 区

接 入 省 物 联 网 平 台 的 企 业 43 家 ，设 施 农 业

物 联 网 应 用 占 比 达 25% 以 上 。 宿 城 区 大 力

加强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建设，规模生产主

体实现了“带证上网、带码上线、带标上市”，

全 区 在 省 农 产 品 质 量 追 溯 管 理 平 台 注 册 的

生产基地达 1161 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比

例超过 90%。

宿城区委书记陈伟介绍，以数字化赋能，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区农业农村信息

化发展总体水平达到 55%。为全面推进智慧农

业发展，区里建立农业大数据云平台，与各大

电商平台积极合作，推动农产品“触电上网”，

去年全区电商交易额超 300 亿元。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数字化赋能现代农业
姚雪青 焦 尉

市场引导，服务到位

山西省临猗县北景乡张村农民董建国今年66岁，

侍弄了大半辈子苹果，今年他又流转出去6亩果园。

在张村，村民流转果园的原因大致跟董建国

相同：年龄偏大，树龄偏大，管理吃力，苹果主导

品种收益下降。

地该怎么种？去年 8 月，在外工作的董须杰

回村，牵头成立临猗县绿缘农业专业合作社，流

转果农不愿再种的传统果园种粮，至今已流转了

510 亩。“一些老果园一亩租百八十元都没人要。

等村民原来的流转合同到期后，合作社还能集中

流转一批土地。”董须杰说。

在政策的引导下，新技术、新品种加持，越

来越多的新型经营主体流转老果园，规模化种

粮。去年，临猗县苹果种植面积减少 8.06 万亩，

新增小麦和春播粮食面积 5.78 万亩。

“从果向粮的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不命令、不

强迫，主要通过市场来引导。政府主要通过完善

基础设施和提高服务水平，让愿意种粮的新型经

营主体收益更大。”临猗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荆晓

丽介绍，目前全县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25.32
万亩，耕作条件进一步改善；对农民进行职业教

育和技能培训近万人次，有力推动农村劳动力转

移和就业创业；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粮食

托管面积达 4.31 万亩。

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发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

顺利。今年，市里给临猗县下达的粮食种植目标

是“面积 34.2 万亩、总产量 1.28 亿公斤以上”，临

猗县力争全县粮食种植面积达到 44 万亩以上，

总产量超过 1.6 亿公斤。

政策支持，产业富民

刨 了 老 果 树 ，种 下 新 果 树 ，北 辛 乡 平 宜 村

农 民 姚 小 军 说 ：“ 换 个 种 法 ，种 果 树 还 是 大 有

干头。”

2019 年 ，姚 小 军 将 自 家 20 亩 晚 熟 红 富 士

果 树 全 都 更 新 ，从 陕 西 引 回 早 熟 新 品 种 ，建 起

了 新 果 园 ，“ 新 品 种 上 市 比 普 通 品 种 早 半 个

月 ，正 好 是 市 场 空 档 期 。 我 家 苹 果 被 北 京 一

家超市包了，每斤价格两块多钱。”

2020 年，姚小军又流转了 70 亩老果园。他

建新果园的勇气，离不开县里的政策支持。临

猗 在 全 县 推 广 采 用 新 品 种 、新 技 术 、新 模 式 的

“三新”果园。“最关键的还是见效快、收益好。

第二年亩产就有 700 斤，四五年后到了盛产期，

亩产可达 8000 斤，按每斤 2 元的行情，纯收入是

传统果园的 4 倍。”临猗县果业发展中心主任刘

鹏说。

通过“三新”果园的示范引领，临猗县的目标

是将苹果面积降到 40 万亩，保证果农效益不减

反增、果业支柱地位不弱反强。调减出的 30 万

亩果园，将为增加粮食种植腾出更大空间。

在“优果”的调整中，临猗县相关部门当好

“服务员”。 2020 年，县里引进北京市林业果树

科学研究院技术，建设国家级苹果脱毒壮苗繁

育基地。基地推出的五代嘎啦树苗，政府补贴后

一株仅需 35 元。“我们既要坚定不移稳粮保供，

又要创新求变做到果业富民。”临猗县县长靳国

全说。

山西省临猗县因势利导“优果增粮”调结构

果园升级 粮田增多
解世忠 陈永年 范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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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尉氏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

色种植，果蔬产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的主导产业。图为门楼任乡赵存村村民

在采收锦绣黄桃。

李新义摄（人民视觉）

黄桃熟

果农乐

补上冷链物
流短板，减少农产
品流通损耗，扩大
高品质市场供给，
带动更多农民鼓
起钱袋子、过上好
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