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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县城看发展

■子夜走笔R

■一线调研R

一块面团能做出多少花样？

在山西省霍州市霍山年馍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年馍工郭爱莲把面

团搓成一个个均匀的细条，两手把细

条两端往里一卷，做出简单的祥云图

案，空隙里点上两颗枣，“如意枣花馍”

就成型了。上笼入锅，升腾的蒸汽冒

着麦香，钱串子、登高、游鱼、走兔、老

虎……栩栩如生的造型，寄托着美好

寓意。

霍州地处山西中南部，西傍汾河，

东 依 霍 山 。 吃 年 馍 是 霍 州 的 传 统 民

俗，每逢节气节日，霍州人都要做上很

多年馍。年馍被誉为“舌尖上的美食，

指尖上的艺术”，既是传统面食，也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霍州大力发掘年馍文化，

发展年馍产业，鼓励龙头企业发展，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据统计，目前全市

从事年馍加工生产的作坊、企业近 300
家，年产量 1200 万公斤，从业人数超

5000人，平均每 9个农村劳动力就有 1人

从事年馍生产。

家住霍州市范村的郭爱莲今年 56
岁，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打小就跟着家

人学做年馍。过去，郭爱莲以种玉米

为生。2019 年，霍山年馍食品有限公

司开业，郭爱莲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

名做了年馍工。一番培训后，郭爱莲

赚上了计件工资，“谁能想到，咱这手

艺能赚上钱了。”

年 馍 标 准 化 生 产 ，面 团 的 重 量 、

条 纹 的 长 度 ，都 是 统 一 的 。“ 和 面 有

机 器 ，我 们 出 手 艺 ，还 能 打 发 农 闲

时 间 ，我 几 乎 每 天 都 来 。”郭 爱 莲

说 ，“ 以 前 都 是 打 零 工 ，挣 不 了 几 个

钱 ，现 在 每 月 有 三 四 千 元 ，年 底 更

多 ，一 年 收 入 五 六 万 没 问 题 ！”

“公司平日可容纳 30 人就业，年底

高峰期可容纳 200 人就业，都是附近的

村民。”霍山年馍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巍巍介绍，霍州年馍在各种宴会上

供不应求，还做成礼盒卖到其他地区。

年馍广受北方群众喜爱，市场广

阔 ，但 曾 经 长 期 以 小 作 坊 模 式 为 主 ，

小 、散 、乱 ，口 味 差 距 大 ，阻 碍 产 业 化

发展。

闫玉龙是最早一批开办年馍生产

企业的人，如今，公司每年年馍销售收

益有 200 多万元。“咱北方人就喜欢年

馍的味道，外地人专门来咱这买馍，但

找不到量大质好的企业，所以我决定

自己办一家。”闫玉龙说。

今年，闫玉龙当选为霍州市年馍

协会会长，霍州年馍销售到北京、石家

庄、太原等城市，带动越来越多农村人

口就业。

前不久，霍州市委、市政府注册了

年馍区域地理商标，作为霍州年馍的

主打品牌，同时邀请来自中国粮食协

会、农科院所的食品专家前来考察调

研，对霍州年馍的生产制作环节进行

科学评估与标准化制定。

去年，霍州市年馍产值近 5000 万

元，今年有望突破 1 亿元。霍州市委、

市政府通过实施一揽子措施，制定《霍

州 年 馍 产 业 发 展 规 划》，推 动 产 业 发

展。同时准备建立年馍产业发展研究

院，为年馍产业化提供技术、品牌、包

装、营销等方面支持。

“霍州年馍，要走一条标准化、品

牌化、产业化的道路，带动更多群众就

业增收，把年馍打造成为老百姓的‘致

富馍’。”霍州市委书记李青雁说。

山西省霍州市坚持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

培育年馍产业 带动百姓增收
本报记者 郑洋洋

关中平原喜迎丰收季。从种到收，一个

年轻身影扎在玉米地，从观察墒情、测量株距

到指导田管，一环接一环。

年轻人名叫苏丹，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的农技推广员。“做好玉米

长势调查、苗情分析、技术指导，我自己心里

有谱，才能指导好老乡们。”苏丹说。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从繁

育良种到示范绿色技术、再到采用先进农机，

一群年轻人把新观念、新技术、新要素精准

“滴灌”到田间地头。他们以青春为笔墨，在

广袤田野上勾勒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图景。

奋斗路上，他们有何期盼？培育壮大队伍，政

策如何发力？近日，记者走近他们。

有技术、懂经营、有情怀

小伙子教得了“老把式”？

毕业上岗时，苏丹心里没底。他虽说学

的是农学，也在农业技术公司干过，但真到了

田间地头还是缺经验、欠火候。

农民们心中同样冒问号。“细皮嫩肉的小

娃子，地都没下过吧，还能教我？”初见苏丹，

临潼南杨村汪洋农业合作社负责人郝永强犯

嘀咕。

考验接踵而至。去年秋播节骨眼上，阴

雨连绵，田泡在泥水里，种子下不了地。老郝

眉头拧成疙瘩：“年底了地都没种上，咱就没

遇上过。就算出了苗，产量也不行，别本钱都

回不来。”在临潼，像老郝遭遇这样的晚播小

麦地面积，占播种面积一半。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播下去才有丰

收希望啊。苏丹帮老郝宽心：“老话讲‘地不

冻、只管种’。有我们，不叫你单打独斗。”

一开春，老郝的麦子还是“一根针”。“往

年这个时候都返青拔节了，只能把所有手段

都用上，搏一搏！”苏丹和其他农技员一头扎

进田里，摸排苗情、监测墒情，四处学习好经

验，制定了一套适合的技术方案，促进晚播麦

促弱转壮。

有了硬技术，还得有铁脚板。苏丹常常

一天跑六七个街道、两三百公里，帮着农户抢

农时，抓田管。

汗水浇灌出丰收。沉甸甸的麦子过了

秤，老郝立马给苏丹报喜：“又丰收了，每亩

900 多斤。”电话另一头，苏丹眼眶泛红。

半年多来，苏丹深入田间地头技术指导

1000 多人次，助力小麦促弱转壮。他推广小

麦新品种 13 个，核心示范区平均亩产 527.1
公斤。

广袤田野，年轻身影涌现。目前，全国五

级国家农技推广机构共有农技人员 48.98 万

人 ，其 中 ，年 龄 在 35 岁 及 以 下 的 占 比 为

17.79%。

下得去、扎得深、留得住

年轻农技员的成长，离不开传帮带。听

到苏丹近况，新疆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王

登伟夸赞：“我这个学生热爱农业。”

为了让学生爱农民、懂农业，石河子大学

这些年一直在探索。王登伟说，科技特派员制

度让课堂连田间，创新农业人才培养。学校每

年有 100多名教师和 400多人次学生成为科技

特派员，服务于粮食、棉花、红枣等产业。

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刘洪

光和他的学生便在其中。南疆地区盐碱地治

理，是他们的专攻领域。

“看看我刚买的新车！”打开微信群，一条

好消息映入刘洪光眼帘。报喜的是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职工木沙艾力·
艾买提。采用刘洪光的技术方案后，“地有劲

儿了”，棉花亩产几乎翻倍，木沙艾力挣了钱。

农民结缘教授，源于一场讲座。听到刘教

授提出的粉垄耕作这个新法子，饱受盐碱化困

扰的木沙艾力动了心，“我想试一试新技术。”

作为棉花主产区，南疆一些耕地土壤积

盐重、板结、肥力低。刘洪光通过不断实地调

研、模拟试验，提出了膜下滴灌、粉垄耕作、暗

管排水相结合的治理方案。

刘洪光一趟趟往地里跑，手把手教，第三

师多个团场的盐碱地得到了有效治理。好技

术从论文里走进田间。

课堂也搬到了田间地头。徐亦彬是刘洪

光的研究生。他的试验台就在棉花地里。治

理旱区盐碱地，节水是关键。“我研究的是农

业灌溉渠系水利用系数和农田灌水定额测

定。为了写好毕业论文，来七八趟了。”带着

仪器实地测量，收集整理数据，徐亦彬深有感

触，“只有真正扎在农田里，才能获得真实的

数据。”

科技特派员制度让技术人才下到田，扎

得深。“经费有保障，职称评审单列计划，特派

员身份等同于主持一个校级科研项目等，这

些政策激发了热情，鼓励师生们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王登伟说。

不只是在新疆，为了把更多技术人才输

送到田，各地都在探索。

在山东，依托高等院校，建立公费农科生

定向培养机制，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免学费

定向培养人才。在山西，实施公费农科生培

养计划，为公费农科生开展专业实习、实践等

教学活动……

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吸引具

有较高素质和专业水平的青年人才进入基层

农技队伍。引才育才留才制度不断完善，让

人才下得去、扎得深、留得住。

强扶持、重培养、增内力

稻子刚收，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农业农村

局种业科教站站长王攀正在评估制种成果：

“成效很好，种子大部分已完成了烘干存储。”

“今年制种期间，一看到杂株，我们赶紧

拔掉，没有影响后期授粉。”种粮大户李兵接

过话头。

水稻制种，开花授粉是关键。在制种基

地，每逢制种时节，父本水稻和母本水稻交错

栽种。“将两行父本作物改为四行，更便于机

械化插秧。”王攀介绍自己的创新，“我们还尝

试了用无人机‘赶花’授粉。无人机掠过，吹

动稻花，花粉飞扬，大大提高授粉效率。”

扎根田地，源自内心的一份情怀。“小时

候，乡亲们种地缺技术，辛辛苦苦，可产量不

高。”王攀回忆道。把好技术带回来，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是他的心愿。

工作 5 年来，王攀引进 7 家科研院所和种

业龙头企业，建成高质量、高标准水稻新品种

育种基地 100 亩。“制种基地实现全程机械

化，单产提升 10%以上。”

从农村来、学的农业、干的农业，王攀喜

欢农村这方天地。“我的专业是作物遗传育

种。”他说，东坡区是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

县，课堂上学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如同王攀一样，越来越多的农技员成为

助农兴农的重要力量。“目前农技推广人员队

伍的学历结构不断优化。”农业农村部科技教

育司技术推广处二级调研员何晓丹表

示，调查数据显示，学历为大专及

以 上 的 占 比 为 85.51%，其 中

本 科 及 以 上 的 占 比 为

47.36%。

农技人才打通了技

术 下 乡“ 最 后 一 公 里 ”。

“基层技术员扎根生产一

线，在稳粮保供、大豆油

料扩种、应对农业自然灾

害和病虫害等上，开展大

量基础性、支撑性工作。”

何晓丹介绍。

在 汗 水 和 成 绩 的 背

后，年轻农技工作者有着诸多

期盼。王攀吐露心声：“站里 10 个

人，只有两个人在 35 岁以下，要想办法让

更多年轻人加入。”

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强，是基层农技队

伍面临的挑战。河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

究院执行院长胡彦民说：“干这行远离城市，

工作条件艰苦、待遇偏低，跳出农门的娃娃们

通常不愿回来。”

“对症下药，解决难题。”胡彦民建议，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优化绩效考评体系和职称

晋升制度，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升职业吸

引力。

制度破题。“共同推进农业技术人员职称

制度改革工作，畅通基层农业技术人员成长

成才通道。”何晓丹表示，“此外，完善评价标

准，突出评价业绩水平和实际贡献，重点评价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等方面能力，

将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作为

评审的重要内容。”

市场发力。支持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深

入推进高等院校和农业科研单位开展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推动公益性推广与经营性服务融

合发展；鼓励农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

下，提供技术增值服务获取合理报酬……

王登伟认为，目前高校在农业人才培养

方面还是偏理论。“本科生的实践课程相对不

系统。剪枝、嫁接等实践可能还比不过农民，

如何指导农业生产？”

王攀对此也深有体会，刚到站里时，的确

缺少实践经验。老站长带着年轻人一次次走

进田里观察，手把手教，让他们掌握了纹枯病

等病虫害防治。

“六至七成的专业硕士本应侧重实践，但

他们的开题报告和研究方向仍偏向理论研

究。”王登伟认为，学校要科学设置培养方案，

教师要转变思路，培养出实用型人才。

“每年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农技人员开

展技术培训，让他们在熟练掌握传统农技的同

时，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胡彦民说。

农业农村部通过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补助项目实施，每年培训万名基层农

技推广骨干人才，支持 1/3 在编在岗基层农

技人员进行 5 天知识更新培训。“鼓励以脱产

进修、在职研修等方式，学习专业知识；继续

支持有条件地区通过定向方式，让青年人才

想干、愿干、会干。”何晓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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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里来了年轻的农技人
本报记者 王 浩 原韬雄 李亚楠 王永战

农业现代化关键要靠科技现代化。要让

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好的技术种出

最好的粮食，离不开一代代农技员的接续奋

斗。但目前愿意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的年轻人，占比依然不高。

如何吸引更多高素质年轻人去农村，用

知识和技术带动老乡致富？

首先，要提前发力、多接地气。在教学环

节要多为学生创造接触农村的机会，鼓励把

论文真正写在大地上，提高专业技能的同时，

培养学生对农业、对农民的深厚情感，让职业

选择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使命担当。

其次，要努力开拓上升空间。完善职称

评定、衔接等体系，通过定向培养、优先推荐

等渠道，吸纳优秀基

层 农 技 员 成 为 乡 村

振兴的骨干力量，让

年 轻 人 看 到 发 展 的

机会。

再 者 ，要 尽 力 提 高 待 遇 保 障 。 想 方 设

法营造珍惜人才、留住人才的环境，通过补

贴 、奖 励 等 方 式 在 待 遇 保 障 方 面 给 予 一 定

倾斜，解除年轻人后顾之忧。

事实上，如今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等方面已有长足发展，面貌已发生很大的

变化。要吸引年轻人多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解农村的真实样貌和发展机遇，为未来职业

规划提供新的思路。

青年代表希望，青年创造明天。

期待越来越多充满知识和干劲的年轻

人，扎根农村，给

农业插上科技的

翅膀。

用知识和技术改变乡村
蒋雪婕

当 前 ，境 外 疫 情 持 续 蔓 延 ，国 内

部分地区仍然存在散发疫情，我国仍

然 面 临 着 较 大 境 外 疫 情 输 入 和 本 土

疫情传播的风险。国庆假期，探亲、

旅游等人员流动明显增加，加上奥密

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等

特点，对常态化疫情防控造成了更大

挑战。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克服麻痹

大意的思想，越要不折不扣、科学精

准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各地

要 严 格 按 照 第 九 版 防 控 方 案 ，压 实

“四方责任”，从严从紧落实“四应四

尽 ”等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早 发 现 、早 处

置、防外溢，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疫情的底线。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躺平”没

有出路。近期，一些人看到境外部分

国家面对疫情选择了“躺平”，认为我

国坚持动态清零代价太大，应该效仿，

实现与病毒共存。这是极端错误和不

负责任的观点。奥密克戎变异株绝非

“大号流感”，其传播速度快，对脆弱人

群特别是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群，

重症率和病亡率依旧较高。因此，我

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做好

疫情防控。

算总账，我国的防疫措施是最经

济、效果最好的。我国人口基数庞大，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超 2 亿人，有的

患有基础疾病，有的还没有全程接种

新冠疫苗或完成加强针接种，对病毒

抵御能力弱，如果搞“群体免疫”“躺

平”之类的防控政策，将出现灾难性的

后果。我国坚持动态清零，将散发疫

情快速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

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2020 年以来，我国陆续扑

灭了多起聚集性疫情，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世

界上最好的成果。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要做到科学精准，坚决防止“层层加

码”和“一刀切”，尽量把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影响降到最低。个

别地区在应对疫情时轻易采取“随意关停、一关了之”，一些地

方对外地人员采取粗暴隔离、重复核酸检测等“层层加码”措

施，实际上是懒政的体现，背离了科学精准的要求，严重影响

到了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各地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

要求，力求科学精准，用最短时间、最小代价控制疫情。

面对世纪疫情，坚持就是胜利。当前，疫情防控还没有到

喘口气、歇歇脚的阶段。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

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坚定信心，

排除干扰，慎终如始抓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抓紧抓实

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巩固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科
学
精
准
落
实
各
项
防
疫
措
施

申
少
铁

10 月 3 日，四川省泸州市长江二桥建设现场，工人们在抓紧实施钢桁梁吊装作业。

刘学懿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10月 4日电 （记者韩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近日

公布前 8 月轻工业经济运行情况。1 至 8 月，轻工行业规模以

上企业实现营收 1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3%，增速较 1 至 7 月

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

生产稳步恢复。1 至 8 月，轻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 4.1%，

部分轻工行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8 月份，电池制造、助动

车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速超过 30%，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增长

约 21%。

盈利继续改善。随着促消费政策效应不断释放，市场需

求有所回升，轻工行业利润增速逐月上行。1 至 8 月份，轻工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 9177.6 亿元，同比增长 7.4%，增

速较前 7 月加快 1.5 个百分点，轻工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

6.04%，已连续 3 个月保持在 6%以上。

前 8 月

轻工业规上企业实现营收 15.2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