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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后，天气转冷，但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祁家村秋祺家庭农场负责人孙静的心，却越发热了起来。不久前，孙静参加了淄博市桓台县高
素质农民市级进阶培训班，正考虑自己经营的400亩家庭农场继续“扩容”，而在7年前，她的家庭农场仅有50亩地。

12月5日，128名职业农民刚刚参加了2021高素质农民市级进阶培训高青班的开班仪式，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在培训班上给大家讲了第
一课，内容涵盖宏观政策、惠农金融等。

未来，像孙静这样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班的学员们，将成为淄博农业发展的领头雁，带领农民致富。

“种什么”“怎么种”山东这儿都有答案

淄博“田间学校”模式全国推广

市级培训班：
培养淄博农业发展领头雁

“我接受培训的时候，问
老师要来了电话，回来之后，
一些听不懂的地方，我就给老
师打电话。怎么施肥，怎么剪
枝，随时请教。”果农马民生在
2018年第一次参加由淄博市
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农民培训
课程时，就尝到了甜头。当时
他对家庭农场管理一窍不通，
如今已经小有成就，果园收入
也从5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0万
元，成了家乡博山区博山镇五
福峪村带头致富的“果树专
家”。

在桓台县，高素质农民培
训主要围绕当地种粮大户展
开，整个培训设置了农业支持
保护政策、家庭农场运营管
理、农产品品牌建设等。记者
看到，现场除了《高素质农民
教育培训手册》，还有《植保绿
色防控与无人机应用技术》等
种粮大户急需的教材。

而在博山区的高素质农
民培训班上，参加培训的主要
是种植猕猴桃、苹果等的家庭
农场负责人，《农产品短视频
直播营销》等有关电商知识的
教材，让学员们感叹是“雪中
送炭”。

发给学员们的《高素质农
民市级进阶培训手册》上，既
有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等开拓视野的
内容，也有家庭农场等实用知
识。尤其是家庭农场这门课，
在这一周的培训中，涉及的内
容不但有家庭农场的运营与
管理，还包括家庭农场规划设
计的模拟训练，甚至细致到专
门设置课程，“手把手”教授制
作家庭农场发展规划书。

“老师给我们讲了有关农
业支持保护方面的政策，还有
强农贷的政策，都非常实用。”
桓台县马桥镇祁家村秋祺家
庭农场负责人孙静，刚刚听完
桓台县高素质农民市级进阶
培训的第一课。她告诉记者，
这次培训的课程内容十分丰
富，她收获很大。

据了解，淄博市根据各区
县农业生产的特点“因材施
教”，根据实际制定培训班课
件内容，有针对性地对农户展
开培训，取得了明显成效。市
级进阶班重点培养农民经营
管理、组织管理等能力；县级
培训班则着重开展生产实用
技能培训。截至11月底，淄博
市今年共举办高素质农民培
训班120个，培训高素质农民
6365人。

“田间学校”：
把培训班开到田间地头

事实上，这样的集中培训
只是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提高

手机课堂：
有啥问题 专家随时解决

目前，淄博市推广的云上智农、
农保姆等APP手机课堂，可以随时
随地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
题，成了“田间学校”和高素质农民
培训班的有效补充。

“我们思远农业推广的农保姆
APP，可以通过手机来解决农民在
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山东思远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崔珺壬告诉
记者，现在正是西红柿上市的季节，
农户打开APP就能搜到有关西红柿
种植的视频课程。这家起步于2003
年的企业，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
农业数据和农业教育资源，农户可
以直接通过APP的留言功能向专家
提问，能够随时随地得到专业的建
议和解决方案。

猕猴桃种植户李永喜深有体
会。李永喜的家乡在博山区源泉镇
南崮山南村，他种植猕猴桃已经有
20多年了。拿他的话说，以前光知
道埋头苦干，自从参加了形式多样
的培训，感觉自己的眼界突然打开
了。“尚子焕老师教的‘家庭农场的
运营与管理’，简直就是讲到了俺的
心里。”李永喜告诉记者，现在他经
营的家庭农场的猕猴桃已经发展到
了30多亩，真正尝到了农民教育培
训的甜头。

淄博“田间学校”模式全国推广

淄博市首创的农民培训“田间
学校”模式，让农民尝到了甜头，也
获得了充分肯定，目前，这一模式在
山东省乃至全国得到推广。临淄区
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科教培训科科长
陈冲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临淄区依
托农民田间学校，重点针对临淄区
的设施蔬菜、粮食种植、畜牧养殖、
农机推广和服务四个专业展开培
训。他们今年已经培训了2000余
人，让农民掌握一些必要的生产技
术、新理念和新品种，这对农业增
效、百姓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科教生态科
科长孙淑珍告诉记者，通过针对基
层农技人员的一系列培训，淄博市
的主导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建设示
范基地100多个，累计培育科技示范
户10万多个，每年推广技术100
余项。

孙淑珍介绍，目前，淄博市建设
了120多家“田间学校”，培训班走进
了田间地头，培训过程中理论和实
践充分相结合。为保证培训效果，
淄博市遴选省内高校及淄博市农业
专家及农民带头人，建起了师资库，
根据不同的专业需求，聘请不同的
老师授课。

多年来，淄博市累计培训高素
质农民10万多人，培养了许多家庭
农场、合作社带头人，其中临淄区的
于永先、高青县的孙朝霞两位学员
被评为全国十佳农民，桓台县的吕
茂兴被评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百优
保供先进个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波

农民素质诸多措施中的一种，而
持续时间最久、在我省和全国都
得到推广的，则是淄博市首创的

“田间学校”模式。
“一周之前，我们刚刚结束

了一期‘田间学校’的培训，大家
不忙的时候，就会凑在一起，消
化我们刚刚学到的新知识、新技
术。”11月24日，在临淄区皇城
镇史王村的蔬菜大棚里，东科

“田间学校”校长张丽娟跟几名
村民在大棚里查看蔬菜的生长
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上周
的培训内容“消化”在了实际生
产当中。近年来，淄博市建设了
120多家“田间学校”，累计培养
高素质农民10万多人。临淄区
东科“田间学校”就是其中一家。

从2014年东科“田间学校”
成立以来，张丽娟亲眼目睹了发
生在合作社社员们身上的切实
变化，种植技术的提高，让蔬菜
得到了更好的管理，社员收入逐
年提高。

“以前上课大家都交头接
耳，现在听得可认真了。”张丽娟
清楚记得，第一次培训的时候，
教室里闹哄哄的，后来学员们发
现这些培训真的很有用，参加的
人越来越多，现在张丽娟的教室
搬了两次，学员也由过去的三四
十人增加到如今的一百多人，学
员素质明显提高。

“以前，我总怀疑自己能不
能行，啥也不懂，很担心。通过
学习之后，我的思路开阔了，胆
子也大了。”孙静告诉记者，
2014年，她种了50亩粮食，当时
她第一次接触淄博市“田间学
校”的培训。以前，管理50亩地
的时候，孙静非常忙碌，既不会
充分使用农机机械，经验也不
足，不知道先干啥后干啥，每天
都很累。“通过学习之后，少走了
好多弯路。现在管理400亩地，
反而感觉比以前轻松了。”

桓台镇新城镇的两位学员正在翻看无人机植保教材。

山东思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成了培训高
素质农民的大讲堂。

学员们正在参观山东思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

在临淄区东科“田间学校”，学员们正在交流刚刚学
到的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