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油菜飘香、麦浪滚滚的美好时节，记者来到美丽

如画的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进行采访。

互助县是个农业大县，人们对这里的现代特色农

业津津乐道，尤其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对广大农

民开展教育培训、加速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步伐、

农民教育培训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加快了现代

特色农业建设的进程。

在互助县农牧民科技培训主体实施单位——互助

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记者就开展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情

况和学校领导以及工作在一线上的农业示范户进行了

采访。上午 10 时，记者在学校二楼办公室，见到了校长

朱安香。朱安香在上学时，学的就是农业专业,到现在一

直没有离开农业战线，她对农业工作，特别是目前所从

事的农业教育和培训工作非常熟悉。

农民受益 农村见效

朱安香告诉记者，“十一五”期间，互助县的农牧民

科技培训在青海省农牧厅及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下，初步实现了由以往短期分散培训到中长期集中培

训、由单一传统的种养技术培训到系统综合技术培训、

由完成任务培训到全程跟踪指导服务的转变，逐步形

成了“培训一批学员，带动一方群众”的良好局面，有效

地促进了全县农牧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她说：“5 年来，互助县的农牧民科技培训紧紧围绕

互助县委、县政府制定的农牧业科学发展思路，以培

养造就一批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牧民

科技带头人和适应现代农牧业发展要求的专业化生

产、产业化经营的新型队伍为目标，以实际、实用、实

效为原则，积极开展培训。5 年间，共开展各类农牧民

科技培训 454 期，培训人数 7 万多人次。利用科技直

通车送教下乡 669 场次，受训人数 81.6 万人次，行程

5.5 万余公里。尤其是自 2009 年开展“阳光工程”农牧

民科技培训以来，通过集中统一的培训，参训学员收

到了前所未有的收获，对互助县农牧业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随后来到了台子乡下一村,见到了下一村党

支部书记杨发昌。说明来意后，杨发昌带着记者来到

了种植无公害蔬菜的示范户马忠芳的家中，在院子里

见到了马忠芳的爱人张超。正准备去给大棚施肥的张

超，当即放下手中的活儿，带领记者一行来到了二楼客

厅，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张超给记者介绍了种植无

公害蔬菜的情况。

他告诉记者，他家承包了 9 座温室大棚和 1 座

自己搞养殖的大棚，去年每座大棚的平均收入达

到 6000 元至 7000 元不等。张超说：“这 9 座大

棚种植的蔬菜都是纯绿色的无公害蔬菜，我

们刚承包那一年先到上海和四川去学习，

回来后每年到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接受培训，在生产过程中，蔬菜出现什么

问题及时打电话请教老师，学校会及

时 派 老 师 来 查 找 病 因 并 解 决 问 题。

久而久之，我爱人马忠芳也就成了

种植无公害蔬菜的能手了。”

记者在张超和马忠芳的带

领 下 进 入 了 他 们 种 植 菜 瓜 的

一座大棚，进去以后感觉到，

整 个 大 棚 里 飘 着 一 股 清 香

味，闻 起 来 馨 香 怡 人 。 张

超 介 绍 说：“ 我 们 家 的 蔬

菜 从 来 都 没 有 打 过 农

药，两 三 天 施 一 次 肥，

施的都是经过发酵以

后的沼液，所以我们

家的菜一般都比市

场 上 的 要 贵 2 毛

至 3 毛钱！”

记 者 参 观

了 种 植 菜 瓜 的

温 室 大 棚 后 ，

来 到 另 一 座

种 植 黄 瓜 的

棚 内 参 观 。

张 超 摘 了

两 个 黄 瓜

给记者品

尝 ，记 者

感 觉 到

这 里 的

黄 瓜 和

市场上卖的黄瓜在味道上有

很大区别，这里的黄瓜吃起来

不仅很嫩、很脆、而且吃完以后

口中还留有淡淡香味！

创新方式 保证效果

朱安香介绍说，近年来，他们

还成立了“阳光工程”农牧业科技

培训工作的专家团和讲师团。专

家团成员 15 人，全部由副高以上

职称人员组成，每期培训班安排

半天时间与学员进行面对面的互

动交流，开展疑难问题解答，解决

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讲师

团成员 82 人，由中级以上职称并

从事本专业工作多年，具有丰富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

员组成。同时，他们还经常邀

请乐都县蔬菜中心的专家张

淑贞、李玉莲、青海汗青公司

病虫害防治专家宋旭春、安

徽巢湖农民技术员张庆虎

等一批省内外水平高、知

识面广的专家充实教师

队伍，形成了以专职教

师和中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为主，以外聘专

家和农村能手为补

充的师资队伍，师

资力量得到大大

加强。

为了使培

训取得实效，

互 助 县 农

业广播电

视 学 校

开 展

以通

俗

易

懂 、

实 用

直 观 的

幻灯课件

教 学 ，注 重

培 训 方 式 方

法的多样性，做

到了“4 个结合”，

保证了培训效果。

一 是 课 堂 培 训

与 实 地 观 摩 学 习 相 结

合。培训中在注重课堂

教学，解决种养过程中普

遍 存 在 的 疑 难 问 题 和 新 技

术 外 ，组 织 学 员 到 省 内 外 现

代农牧业基地考察学习，还时

常组织学员观看电教片、录像等

资料，以实实在在、鲜活的事例开

展教学活动，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

理解，开阔了视野，明确了思路。

二是培训内容与当地主导产业、新

技术推广项目相结合。紧紧围绕互助县

主导产业和重点技术推广项目，培训对象

主要向主导产业生产基地、项目区倾斜，尤

其是加大了马铃薯全膜覆盖技术、蔬菜种植

技术、肉牛肉羊生猪养殖技术等方面的人才

培训，做到了学有所用、学及能用，有力地激发

了学员自主学习热情，达到了学以致用的良好

效果，也有效促进了新科技推广项目的实施。

三是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相结合。针对蔬

菜生产、沼气维修等操作性强的专业，在采取集

中理论培训的同时，将课堂转移到田间地头、操

作现场、示范基地，使学员在现场演示中将抽象

的理论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同时邀请当地农

牧民能手，现身说法，交流座谈，使学员了解了他

们的创业经历和成功经验，增强了学员掌握农

牧业现代科技的信心。

四是培训与回访相

结 合 。 为 巩 固 培 训 效

果，培训结束后及时派

出 由 授 课 教 师 带 队 的

回访组开展回访工作，

一方面及时了解掌握

学员对所学内容的掌

握 情 况 和 操 作 能 力 ，

另一方面对接受程度

较 差 ，技 术 操 作 不 合

理的学员进行“回访补

课”，使学员在接受回

访的同时再一次得到

了培训，并鼓励和动员

他 们 积 极 发 挥 示 范 带

动效应，做好“传帮带”

工 作，为 当 地 农 牧 业 经

济发展做出贡献。

强化监管 严格把关

朱安香一边介绍，一边

领 着 记 者 到 学 校 的 档 案 室

参观建档立制的情况。记者

在档案室看到，每期培训完后

的学员档案都很有序地排放在

档案柜里。

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

培训期间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分赴

各培训点监督指导培训工作，从培

训班学员的确定、培训内容设置、培

训时间安排、学员饮食、住宿、安全等

方面进行全程监管，保证了各期培训班

的顺利开展。同时，学校还严格按照“三

堂课”管理制度严格监管，做到时间、教材、

内容、食宿的 4 个统一，每期培训结束向学员

发放《培训情况调查问卷》，就教师的教学水

平、培训效果、存在问题以及今后培训的意见、

建议展开广泛调查，以便及时掌握培训情况，改进

培训方式。

在学员的确定上，以农牧业科技项目的组织者、

管理者和当前实施农牧业重点技术推广村的村民为

主，严格把关、择优选定，确保培训后学员能留得住、学

到的知识能用得上，坚决杜绝以往培训中存在的学而

不用、滥竽充数的现象发生，使每位学员学习的积极

性、主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互助县塘川镇高羌村的农

业能手赵录山，他家有两个蔬菜大棚，一年下来能赚近

两万元。

拿到中级技能证书的付玉秀说：“我们拿到这个

技能证书后在村里大有用场，今年村里试验推广新

品种菜辣椒，农民们经常请我们去帮忙，忙了个不亦

乐乎！”

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把培训时间安排在农闲

季节，使每位参训学员都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确保

了学习时间和效果。

朱安香还介绍说，学校很重视宣传工作，培训中邀

请省、县电视台记者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对

培训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为科技培训工作营造

了极好的氛围，并严格按照培训要求，及时、准确上报各

项培训数据，使上级业务部门能够及时了解培训的进

度。同时，积极鼓励培训人员撰写信息稿件、踊跃投稿，

有效地提高了科技培训工作的知晓率和宣传力度。

通过培训，广大农牧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农民是新

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新农村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

者，没有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适应现代化农

业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就不可能把农村人口压力转

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形成持续推动建设新农村的力量

源泉。

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为宗旨，以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增收为目

标，以农民工技能提升为重点，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长

效机制建设为保障，根据本地区功能定位制定农牧民

教育培训规划、计划，结合地域特点和产业结构要求定

位，贴近市场需求，贴近农民实际的原则开展教育培训

工作，为农民增收致富服务,为新农村建设服务，赢得

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认可和称赞，也为互助农牧业产

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 者 的 采 访 结 束 了，看 着 由 朱 安 香 带 领 的 一 支

爱岗敬业、团结奋进的优秀团队，再看着那一整套科

学有效的培训模式，互助县农业的发展前景必将更

加辉煌。

■ 本版图片均由任慧章摄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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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教育之源开教育之源 引引科技之水科技之水
———青海省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开—青海省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纪实展农民教育培训纪实

■ 本报记者 王 琰 陈彩霞

特约记者 任慧章

参观完实训基地后的学员在交流经验参观完实训基地后的学员在交流经验

互助县丹麻镇东家村农民田间学校活动互助县丹麻镇东家村农民田间学校活动场景场景

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王玉寿在实训基地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王玉寿在实训基地

为学员讲授西红柿病虫害防治为学员讲授西红柿病虫害防治

田间学校开班仪式田间学校开班仪式

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朱安香校长朱安香（（右一右一））带领教带领教

师尚朝花师尚朝花（（左一左一））到实训基地指导农民蔬菜病虫害防治到实训基地指导农民蔬菜病虫害防治

田间学校辅导员马素娟在田间学校辅导员马素娟在指导学员指导学员

青海省农牧厅副厅长赵念农青海省农牧厅副厅长赵念农（（左左）、）、青海省农广校校长徐有青海省农广校校长徐有

文文（（右右））来到来到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互助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检查工作检查工作

外聘专家张淑珍不定期来校讲授蔬菜栽培技术外聘专家张淑珍不定期来校讲授蔬菜栽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