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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 冯津榕 特
约记者 马发海）近日，达
州市社保系统公文政务信
息交互和权限管理模块交
流培训会在万源市人社局
举行，来自达州市各县

（市、区）社保系统的40余
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此次为
期一天的集中“充电”。

集中“充电”期间，宣
汉县社保局办公室主任汪
大军结合自己多年公文信
息工作经历，从如何实现
公文规范、如何提高公文
起草者的能力素质、如何
避免公文起草中容易出现
的差错等方面对党政机关
公文写作进行了详细讲
解。随后，万源市社保局
办公室主任赵玲玲就社保
系统公文政务信息交互板
块进行了分享交流，达州
市人社局信息中心工作人
员王馨就权限自主申请功
能进行了解读。

参加培训的人员纷纷
表示，此次“充电”受益匪
浅，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
一步认真学习、钻研业务，
加强系统运用熟悉度，提
高自身能力，提升社保系
统风险“技防”能力，切实
维护好参保人员的合法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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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
皮！”眼下正值酷暑，万源市罗文镇桅
杆坝村100余亩翠冠梨已进入收获采
摘期，当地村民正在梨园里忙着采摘
新鲜的翠冠梨，收获丰收的喜悦。

日前，记者循着欢声笑语走进
桅杆坝村村民吴显茂的梨园，放眼
望去，繁茂的枝叶间一个个硕大的
翠冠梨缀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甜
香，分外惹人喜爱。树下，村民们忙
着摘梨、挑梨、运梨，丰收的喜悦和
忙碌的身影相互交织，勾勒出一幅
多彩醉人的乡村振兴画卷。

“今年，园里的头两批梨树已进

入盛产期，估计产量有2万余斤，能
卖8万余元。”吴显茂高兴地向记者
介绍。吴显茂过去常年在苏州务
工，2015年在参加苏州高新区通安
镇树山村举行的翠冠梨采摘节活
动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翠冠
梨，他被这种特色水果深深吸引，
并敏锐地嗅到了商机。于是他多
次到树山村进行考察，了解其生长
习性、生长环境等。经过多番论
证，吴显茂发现万源的气候环境和
地 理 条 件 非 常 适 应 翠 冠 梨 的 种
植。于是在2015年底，他从树山村
购买了300余株翠冠梨树幼苗带回
万源试种植。2018 年试种的梨树
开花结果且品质上佳，这更加坚定
了吴显茂发展的信心与决心，每年
都进行扩种，目前已种植了 100 余
亩翠冠梨。

“我们在这里摘果子，一天可以
挣 100 多块。”村民李明强高兴地
说。百亩梨园不仅是吴显茂的“钱
袋子”，还成为了附近村民增收的

“致富果”。
“今天早上到场镇上去卖了三

筐梨子，挣了 400 多元。”67 岁的脱
贫户李大安笑容满面地告诉记者。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罗文镇抓住乡村振兴发展机遇，科
学规划、统筹推进，紧密结合区位
优势、自然条件、文化资源、产业基
础、市场需求和群众意愿等因素，
精确找准工作落脚点，依托得天独
厚的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产业
新亮点，抓住绿色生态特色精品水
果产业“牛鼻子”，引导当地农民因
地制宜发展翠冠梨、香梨、青脆李、
草莓等特色果林 400 余亩，加快推
进“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变，
实现了产业兴旺、农村繁荣、农民
增收。

罗文镇镇长陈云说：“罗文镇将
以‘农业+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
展新模式，着力加强特色农业产业
化、规模化、集群化建设，逐步形成集
产业经济、休闲采摘、乡村旅游于一
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打造促进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的新引擎。”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冯津榕 杨航 特约记者 张洪权

外出取经
把“最先进”经验带回万源
天气渐热，夏季美食小龙虾作为城市夜经济

的主角之一，如约现身烧烤店、大排档等，弥漫着
小龙虾味道的店铺总是座无虚席。小龙虾消费
市场的持续升温，也带动了上游养殖产业呈现出
爆发式发展。

2017 年，唐天明作为万源首批“吃螃蟹”的
人之一，在万源市太平镇老洼坪村开辟虾池100
亩，从事小龙虾养殖。自投放第一批虾苗以来，
唐天明就遇到了不少难题，如虾池建设、饲料投
放等，不过在万源市农业农村局水产工作站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这些问题都逐一得到了解决。工
作站站长张成德等工作人员，把技术送到了唐天
明的虾池，帮助他迎来了第一个收获季。

然而，第一个收获季虾池的产量并不令人满
意。在唐天明原本的预期中，虾池年产量能达到
5万斤，带来年收入60至100万元。实际情况却
是，虾池每亩投苗量为 80 斤，每亩产量却仅有
100 余斤。唐天明立即将情况报告至水产工作
站，张成德等工作人员迅速来到虾池帮忙寻找问
题所在。在接下来的几个小龙虾生长季节中，工
作人员把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对虾池、气候、
环境等要素进行长时段监测。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致使小龙虾“长不大”
的关键原因终于被找到。每到5至6月，老洼坪
村便会迎来一阵持续的高温天气，导致虾池中的
水草大量枯死，甚至出现腐烂等情况。水草大片
枯死，不仅导致虾池水质变差、含氧量下降，还让
小龙虾失去了遮光避温的环境，从而造成小龙虾
产量下降。

找到小龙虾“难产”的症结所在后，万源市农
业农村局考虑到本地发展小龙虾养殖的时间较
短、技术储备不足，便组织唐天明等人先后前往
成都、湖北潜江考察学习小龙虾养殖技术。今年
年底，唐天明准备把外出学到的新技术用到自己
的虾池中，打造一块小龙虾养殖示范田。

据了解，2021年以来，万源市农业农村局已
累计派出 84 人，参加省、市级高素质农民培训
班。这些掌握了前沿农业技术、新型管理方式的
高素质农民，已经把一项项“最先进”的技术推广

到了万源的田间地头。

开班授课
现代农业“靠科技吃饭”

今年2月22日，万源市农广校高素质农民培
训班在八台镇正式开班，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为主的25名学员前来参加学习。

开班仪式上，万源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游成
琨告诉全体学员，高素质农民培训已被纳入万源
市“十四五”规划，通过因地制宜培养、吸引、提升
等方式，分层分类培育高素质农民，提升乡村人
口综合素质、生产技能和经营能力，为乡村振兴
人才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此次培训的主要课程有农产品电子商务、病
虫害综合防控、马铃薯栽培技术及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律基础与村规民约。课程采取集中理论学
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学员既学到了理
论知识，又能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真
正让学员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据统计，2021年以来，万源市本级累计培训
高素质农民 592 人（经营管理型 472 人，专业生
产型60人，技能服务型60人），为万源市农业产
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此外，万源市
还对自主开展培训的农业企业，以取得的职业资
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登记证书为标准，按初级
1600 元/人、中级 2000 元/人、高级 3000 元/人
给予企业补贴。

“我只要有时间，都会来参加培训。”身为培
训班的“常驻”学员之一，唐天明总能在课后快
速将所学所得转化到自己的各项产业中。他种
植的 300 余亩魔芋田，就走出了一条与本地魔
芋产业不同的发展之路。本地原生花魔芋无法
满足唐天明对产量、品质、成本等要素的要求，
于是经过多番比较后，来自印度尼西亚、缅甸、
泰国的魔芋品种成功在他的地里扎下根来。在
万源市农业农村局的帮助支持下，唐天明还计
划将 300 亩魔芋田翻上几番，争取扩大到 1000
亩。

基于这些成功经验，唐天明还将转变身份，
与万源市农广校联合开办魔芋培训班，向更多农
户讲授魔芋种植技术，带动更多乡亲投身魔芋产
业，共同奔向富裕生活。

专家下乡
在大地上书写先进技术

“先进的农业技术不能只停留在书本里、课
堂中，更要书写在大地上。”万源市农业农村局总
畜牧师胡渠等农业专家身体力行践行了这句话。

旧院镇大伦坎村过去属于精准贫困村，当地
一些农户因曾经投资旧院黑鸡养殖遭遇失败，致
使群众“闻鸡色变”，对发展畜禽规模养殖毫无兴
趣，2015年前该村无一家养殖户。

为了重塑当地群众发展养殖业的信心，胡
渠以回乡创业人员作为突破口，带领当地一批
返乡农民工到规模畜禽养殖场进行参观学习，
重树他们对养殖业的信心。胡渠亲自为“胆
大”的回乡创业人员周照轩规划设计旧院黑鸡
养殖场建设图纸，指导购置安装养殖设备，培
训饲养、孵化、防疫技术人员，并帮助其建立互
联 网 电 商 销 售 网 店 和 产 业 运 行 带 动 模 式 。
2016 年底，周照轩的养殖场建成。通过胡渠

“产、供、销”一条龙技术指导与服务，周照轩硬
是从一个养殖门外汉成为一名养殖技术致富
能手，养殖场年产鸡苗 20 万只，年出栏商品鸡
4 万余只，出售鸡蛋 7 万余枚。

当地群众在惊叹“一个小女娃都能发展一个
大产业”之时，也逐渐坚信“养殖也能增收致
富”。通过周照轩“大户带小户”的能人示范带动
作用，当地许多农户投资建设养殖场的积极性高
涨。截至目前，养殖旧院黑鸡已经成为大伦坎村
群众致富增收的主导产业。

在胡渠等农业专家的努力下，一大批新技术
得到推广应用。中草药防治鸡球虫病和大肠杆
菌病技术让旧院黑鸡成活率提高7%以上，防疫
成本下降15%；红苕和南瓜生态饲喂技术，让养
殖户饲料成本下降20%，旧院黑鸡和鸡蛋品质大
幅提升……从而推进了万源市农业产业化发展、
带动了一批农产品龙头企业、培养了一批农村创
业致富能手，实现了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
振兴作出了较大贡献。

“接下来，我们将凝聚团队力量，加强农业技
术研究，加深农业技术交流，服务农业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胡渠向记者表示。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冯津榕

万源罗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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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发挥““人人才价值才价值”” 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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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看看别人，才发现我们以前都是在‘过家家’。”前段时间，
在万源市农业农村局的组织下，前往湖北潜江观摩学习小龙虾产业
发展技术的万源市煜鑫家庭农场负责人唐天明，面对当地的万亩虾
池不由得连连感叹。

此次唐天明到湖北“开眼界”，是万源市近年来大力培育高素质
农民的一个缩影。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和全省“10+3”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万源市持续加大农民教育
培训力度，培育现代农业发展人才，整体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
养了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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