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雨绵绵意更浓，小镇迎宾暖
融融。9月23日下午，在2021乡村
振兴（太谷）论坛“乡村人才振兴与
农业科技创新”分论坛上，詹慧龙、
任金政、张天柱、王娟玲、于鹏飞
等 5 位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研究实
际，围绕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骨干支撑，
保险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现代农
业科技发展与创新，有机旱作农
业——中国特色农业发展之路，大
力培育高素质农民、激活乡村振兴
新引擎等作了汇报和演讲。论坛
务实高效，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出
席论坛的与会代表个个精神振奋、
收获满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
体，人才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

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
振兴人才支撑。乡村人才振兴的
关键，就是要让更多人才愿意来、
留得住、干得好、能出彩。要通过
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人才政策，以
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
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选
好人才、育好人才、用好人才，为乡
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
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科技
创新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
本动力。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的基础条件、目标任务都发生
了深刻变化，农业发展已由增产导
向转向提质导向，要更好地解决农
业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亟需科技创新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这是一场乡村振兴领域“大

咖”云集的盛会。
这是一场“传统文化”和“时代

潮流”的思想碰撞。
这更是一次“优质资源”和“金

牌导师”的美丽邂逅。
“农村实用人才是人才队伍的

核心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主力
军，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
村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力量，打造一支规模宏
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富有闯劲
的农村实用性人才队伍，对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农业农村部社会事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詹慧龙在论坛上全面分
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现状，紧紧围绕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加强组织领导聚合力、搞好分类
施策创环境、注重教育培训提素
质、完善体质机制增投入的发展思
路和政策建议。

保险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论
坛上，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
授、副院长、国家农业农村保险研
究中心副主任任金政通过一系列
案例，生动地介绍了保险科技在种
植业、养殖业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从科学推进保险和农业融合发展
的高度，前瞻性地提出了建立大数
据平台和线上线下服务网络体系、
构建信息共享机制等的发展方向。

“国家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和种质资源库建设，支持育种
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研究，
实施农作物和禽畜等良种培育、育
种关键技术攻关，建立并实施种业
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促进种业高质

量发展。”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规划
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天柱聚焦国家
科技政策导向，系统介绍了农业科
技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各领域应用
案例。

2017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山西时指出，有机旱作是山西农
业的一大传统技术特色。要坚持
走有机旱作农业的路子，完善有机
旱作农业技术体系，使有机旱作农
业成为我国现代农业的重要品牌。
那么，如何走好有机旱作农业之
路？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副校
（院）长王娟玲从化肥、有机肥、土
壤、地膜、水资源、农药6个方面，系
统分析了制约旱作农业发展的关键
因素。她提出了建设有机旱作农业
科研生产实验区、发展功能农业（食
品）两大抓手的重要政策建议。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大力培育
高素质农民，发挥乡村振兴主力军
作用，特别是搭建五大平台、运用四
个结合、推行三种模式的实践探索，
体现了改革担当，树立了示范样板，
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
也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
振兴路径。该县县委书记于鹏飞提
出，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造就
更多乡土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必然要求。

论坛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
烈。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论坛
的眼界视野开阔，观点碰撞充分，
经验分享实用，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一次论坛。

图为乡村人才振兴与农业科
技创新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曹伟 摄

“头脑风暴”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 2021乡村振兴（太谷）论坛“乡村人才振兴与农业科技创新”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武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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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2021 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庆祝活动暨第七届省农交会开
幕式上，省长蓝佛安为 2021年度全
省“百佳基层农技推广员”和“百佳
高素质农民”代表授牌。

“很激动，很光荣，这是晋中所
有农民朋友的共同荣誉。”接过奖
牌，晋中市丰谷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创始人郝卫芳由衷感叹。

郝卫芳，是 2020年度
全国功能农业先进个人
奖”获得者，山西十大创新
创业人物，2021年山西省
优秀科技工作者。面对众
多的荣誉，郝卫芳十分平
和。她挂在嘴上的始终
是：“我是个新农人。”

郝卫芳出生于榆次区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
吃着小米饭喝着小米粥长
大，她对小米、对农村有着
深切的热爱，一颗心系农
业的火种早在幼时就深深
埋在了她的内心深处，这
为她在未来与农业接轨打
好了基础。

2010 年大学毕业后，
郝卫芳留在大城市打拼。
六年后，她经过慎重考虑，
毅然放弃了城市高薪舒适
的工作，大胆回乡创业。

“农业是永远的第一
产业。既然我下定决心返
乡，就一定要带领乡亲们
共同致富！”

在晋中市扶贫开发协
会的支持下，郝卫芳注册
成立了晋中市丰谷源种植
专业合作社，带领着村民们一起种
植、销售富硒黑小米。怀着建设家
乡的愿望，五年来，她在希望田野上
播撒着青春的汗水和致富的希望，
用她的话来说：“这么好的小米卖不
出去，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不想看到
乡亲们脸上的愁容，我想要看到他
们脸上幸福的笑颜。”

科技创新、品牌营销、敢于亮剑
是青年农民的优势。返乡之后，郝
卫芳抓住当地属于丘陵坡地，非常
适合种植小米的地域优势，带领团
队以山西有机旱作农业为基础，重
点打造药食同源的富硒黑小米，通

过校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出
“富硒生物营养强化+粉垄深松+渗
水地膜穴播”的富硒小米高产高效
技术。同时，合作社采取“统一农
资，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收购，
统一销售”的模式，改变了单一落后
的农业生产模式，推动富硒黑小米
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的突破。

“昔日的小米浪已经变成金色
的海啸了，当机会来了，你
躲都躲不及。”截至目前，
郝卫芳通过“订单农业+
托管模式”辐射种植面积
6 万余亩，培训 1900 余名
农民走上富硒功能农业的
道路，带动 260 余贫困户
种植富硒黑小米。五年
来，郝卫芳和团队不仅在
榆次区长凝镇西见子村
300 亩基地精耕细作，而
且带动左权、榆社、和顺等
太行山区老乡增收致富，
2021年，合作社富硒黑小
米的种植面积达 5600 余
亩，品种推广、种植技术已
拓展到河北、内蒙古等
地。三晋丰谷源富硒黑小
米通过线上线下销往全
国，进驻110家特产超市。

为 扩 大“ 三 晋 丰 谷
源”品牌影响力，拓展销
路，郝卫芳积极参加全国
农产品展会，在一二线城
市进行产品展销及品牌
宣讲。2020 年 1月 10日，
郝卫芳带着家乡的小米
成功登陆中央电视台《创
业英雄汇》，成为第一个

站上央视卖小米的女性青年职业
农民。

在 2020 年 10 月 15 日“全国双
创周”启动仪式上，经过层层选拔，
郝卫芳带领她的《硒望田野》项目与
李克强总理进行视频云对话，汇报了
她的农业发展路，并得到了总理的认
可与赞扬。童年的小米回忆，成为郝
卫芳和农业紧密连接的纽带，现在，
她已将富硒黑小米的名号打响全国，
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在她的带动下走
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她相信，越来越
多的青年人会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
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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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爱媛）9月 25 日上
午，第二届山西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研讨
会在榆次区老西醋
博园举行，这是第七
届中国（山西）特色
农产品交易博览会
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次会议邀请
了山西省农业农村
厅原副巡视员赵安
泽，山西财经大学副
教授、山西省品牌研
究会副会长郭晶，北
京品牌智造研究院
院长郭占斌，一根火
柴总经理宋杰，山西
小米运营中心董事
长朱鹏，山西晋善晋
美酒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武文宝，山西宋
家沟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艳锋等专
家，就山西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进行了多方
位的探讨和分享。

据了解，区域公
用品牌是品牌家族
众多成员中的一员，
既具有品牌属性的
基本特点，还具有与
普通品牌不同的个
性差异，推进区域公
用品牌不仅涉及多
学科专门知识，还涉
及品牌、营销、传播、
创意和人力、物力、智
力及信息资源的战略
调配。近年来，我省

立足“特”“优”，加快推进农产品精深加
工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农产品品牌建设
水平，一批区域公用品牌迅速崛起，逐步
形成了“让品牌引领市场、引领消费、促
进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的发展格局，促
进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加速推进了
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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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星宇）唢呐阵阵，锣鼓声
声。9月23日上午10时，2021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山西庆祝活动“金秋唱大戏”在晋中国家
农高区穗华物流园内唱响。

据悉，该活动的举办秉承“庆祝丰收、
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省文旅厅、省
晋剧院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精心遴
选新创精品剧目、红色经典剧目和优秀传
统剧目，邀请山西四大梆子名家，与农民群
众面对面唱大戏、庆丰收，引领带动农民群
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本
次活动将从 9 月 23 日持续到 26 日，23 日上
午场是名家荟萃的四大梆子戏曲盛宴，后
续演出均是晋剧传统曲目，在每日上午 10
时 30分和晚上 7时 30分开场演出。

“河之东，山之西，长城长又长，表里山河
自古传唱……”，活动现场，一曲晋剧戏歌《表
里山河》拉开了“金秋唱大戏”的序幕，唱出了
三晋大地厚重的人文历史、壮美的自然风光
和独特的民俗物产；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院
长、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梅花奖”获得者陈
素琴演唱的新编剧目《申纪兰》，以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
纪兰为原型，撷取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

故事，艺术再现了她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经久不变的劳动本色，是一幅乡村振兴的画
卷，是一曲太行精神的赞歌；黄花菜又名忘
忧草，大同市北路梆子剧团团长、国家一级
演员、全国“梅花奖”获得者张彩平带来的现
代戏《忘忧草》中的精彩唱段，讲述了广大农
民群众依靠黄花菜产业脱贫致富的故事。
抑扬顿挫的唱腔、行云流水的表演，赢得现
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省晋剧院演出一团团长李三虎告诉记
者：“为办好‘金秋唱大戏’活动，我们团精选
出体现鲜明乡村特色、贴近农民群众的新编
剧目和《打金枝》《穆桂英挂帅》等经典传统戏
曲，诚邀 13名国家一级演员、10名国家二级
演员及 8名优秀青年演员等齐聚太谷，用戏
曲剧目展示我省农耕文化的守望与传承，演
绎三晋大地丰收的喜人场景，传递广大农民
庆祝丰收的欢乐之情。”

金秋庆丰收 开锣唱大戏

聚焦第七届中国（山西）农交会

在第七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农机展示区，各种先进高效、绿
色环保、智能控制的高性能机具成为此次展示的亮点，吸引不少观众前来参观。

本报记者 裴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