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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刘光龙只是志丹县高素质农民
的一个缩影，和刘光龙一样的高素
质农民在志丹县还有很多。他们的
存在，不仅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带
头人、带领农民发家致富的领头雁，
而且也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奠基
石。

刘光龙清晰的产业发展思路和
先进的管理方法经常与同村交往密
切的村民白海元和白鹏飞交流。看
着刘光龙的果园在他精心、科学管
护下长势喜人，原本在外打工的白
海元和白鹏飞也没了打工的心思，
决定回村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看见刘光龙苹果园管理的相
当好，也激发了我回农村发展种植
苹果的念想。”白海元说。

回村后，白海元开始发展起了
20多亩短枝富士，并养了60多头牛，
走起了和刘光龙一样的果蓄循环发
展的产业之路。2021年，白海元也
取得了高素质职业农民的新身份。

“果园总的来说我认为还是挺
好，但必须要把它当成一件实事去
干。”白海元对苹果产业是这么认为
的，“赚钱你必须要有新管理、新发
展、新技术，但是也确实需要高投
入，然后才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和白海元一样，同村的白鹏飞

原本在外承包工程，每年收入也可
观，但是看着一直关系不错的刘光
龙和白海云都回村发展起了苹果产
业，且经常相互分享经验，分析产业
发展前景。白鹏飞经过详细了解后
也加入了发展苹果产业的行列。如
今他家 60多亩的苹果园里，养分充
足的果树铆足了劲茁壮成长，100多
只湖羊和20多头肉牛也见了利。

“我们务的这个苹果树，让很多
人都看到了栽植苹果的希望，也能
赚到钱，这也是让我们自己将来能
过上好的日子‘前奏曲’。”白鹏飞对
自己的产业发展信心满满。

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要发展
农业机械化。通过参加县里组织的
各种农机驾驶、维护技能等培训，如
今像白海元、刘光龙、白鹏飞这样的
高素质农民，在日常的果园管理中
都能够熟练操作旋耕机、打坑机、农
药喷洒机等农业机械。

白海元说：“我作为三十几岁的
人，我的优势就是有使不完的力气，
有不懂的我可以学，比如说现在机
械化我都可以操作，投资少，机械用
得多，人力付出就少，所以说我这个
精力相当大，我有用不完的热血，可
以去奋斗。”

作为广大农民中的新生力量，

刘光龙、白海元和白鹏飞的产业发
展思路清晰，就在于运用现代农业
技术，加大力气管理好果园，提高果
品质量，同时带动更多村民来发展
短枝富士，全村形成合力，形成规
模，让小苹果走入大市场，给全村百
姓带来好收益。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我们这个
果园，产业链做大，然后再把这个质
量提上去，将来我们兄弟齐心协力
拧成一股绳，面对果商我们就有了
话语权。”白海元说。

据了解，志丹县农广校精准选
择全县产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
重点培育对象，2021年，累计培训高
素质农民 865人。其中，高级高素
质农民 22人，中级 227人，初级 616
人。这是志丹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
作的高光时刻，更是该县乡村人才振
兴工作持续发力、厚积薄发的集中体
现。米岭山村乘着这样的东风，主动
引导农民参加培训，学习先进的管理
理念和管理技术，为全村产业更好更
快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也为全县
的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榜样。

纸坊便民服务中心米岭山村党
支部书记白强在介绍中说：“像刘光
龙这样的职业农民我们村上已有13

户，他们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在
他们的带动引领下，我们全村发展
很多的苹果产业，从他们身上也看
到了我们米岭山村乡村振兴的希
望。”

吸引返乡人才，让“能人”带动
更多人，让掌握技能、开过眼界、富
了口袋的“能人”留下，可以带动更
多农民提升技能，走上致富路。纸
坊便民服务中心采取抓大户、带小
户、辐射零散户的工作举措，不断引
进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返乡
下乡，广泛吸纳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发展苹果产业。

据纸坊便民服务中心主任郭小
东介绍，近年来，中心将返乡创业作
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养职业农
民的重要抓手，积极引导资金、人
才、技术返乡下乡，不断激发乡村振
兴活力。下一步，该中心将继续加
大政策支持、典型示范带动、技能培
训，进一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职
业农民，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人
才基础。通过引导返乡创业、政策
支持、技能培训。目前。全中心共
培育出新型经营主体 231家，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 100余人，不仅自己
建起了增收致富的产业，更带动全
中心、更多的百姓增收致富。

志丹培育高素质农民队伍志丹培育高素质农民队伍，，打造乡村振兴打造乡村振兴““生力军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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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关键在于强化人才支撑。近年来，志丹县扎实推进农村实用人

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激励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重点做好高素质职业农民

培训工作和农村实用人才推荐评选，涌现出了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职

业农民群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更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夏夜的一场雨，将苹果树上的
新果连同叶子洗得一尘不染。纸坊
便民服务中心米岭山村村民刘光龙
正忙着疏果，期待秋季苹果能有个
好收成。

近年来，志丹县农广校将高素
质农民培育作为解决“谁来种地”

“如何种好地”和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结合全县主导产业发
展需求，全力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
工作落实。2019年，得到消息的刘
光龙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培训并取
得初级高素质农民证书，2021年又
取得中级高素质农民证书。

拿到高素质农民证书的刘光
龙高兴地说：“培训的时候老师给我
们教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苹果管理，
或者是以后的售后，或者是以后的
营销都给我们说了，这对我们果农
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农民还能评职称，一时间成了
村里的新鲜事儿，这让当时的刘光
龙倍感自豪。

刘光龙原本一直在外打工，有
一些积蓄，但外面不稳定的生活让他
常常不知所措。2015年，了解到远
在洛川的亲戚在志丹承包土地种起
了苹果，他也萌生了回村的想法。同
年底，刘光龙返乡承包 50亩果园开
始发展苹果产业。经过3年发展，刘
光龙对这一产业有了新的认识。

一证在手，加上长期的实操实
战，刘光龙对苹果产业发展也有了
超前的认识，“现在，要更好地发展
苹果产业，一个是品种的超前，一个
是技术的超前，咱们既然选择了就
要把它做成个事，包括卖苹果也要
超前，做到这 3个超前，可能你的苹
果才能真正卖上个好价钱。”

2018年，带着发展苹果产业的
信心和决心，刘光龙经过考察，最终
决定重新建园，发展新品种——短
枝富士。同年秋天，56亩高标准短
枝富士果园便建了起来。园子建起
来就要靠技术和管理。为此，刘光龙
一有时间便外出考察新管理方式，学

习新技术和新理念。短短两年时间，
刘光龙先后四五次去庄浪、洛川、海
升、咸阳考察学习，学习品种选育、还
有技术等方方面面的东西。

近两年，掌握了果园管理全套
技术的刘光龙，一头扎进园子里，除
了细心呵护 56亩苹果树，便是研究
如何提高管理水平。果蓄循环不仅
能拓宽增收渠道，还能走出一条绿
色有机农业的新路子。2020年，刘
光龙又建起了百头生猪养殖场，目
前存栏达到60多头。

据刘光龙讲，利用猪粪直接发
酵以后把农家肥回填于果树，为的
就是以后提高果子的品质和口感。
现在，他的苹果地里可以全部都上
有机肥，猪也不给吃饲料，全部都是
豆渣。

今年，果园已初挂果，为了预防
冰雹灾害，刘光龙通过考察，早早便
安装了收放简单、轻便的防雹网。

“以后的农民就是新型农民，过去传
统的农作肯定是不行的了，现代化

就比如说机械，科学的防雹网这些，
过去是翻起来，现在一拉就可以了；
包括施肥，过去人背上去施肥，现在
机子一转就好了，方方面面的问题
都简化了，所以必须要走现代化管
理模式。”刘光龙说。

这几年，刘光龙已经在果园里
投入了 40多万元，从今年开始，就
能见到效益。“今年累计套4万个左右
袋子，4万个袋子可能利润就在6万
元。到明年的话，就我这块地保守地
说，套 8万个至 10万个袋子不成问
题。”刘光龙对他的苹果信心十足，“以
后就是能卖到一个袋子能达到2元这
个目标，明年争取向15万元到20万元
目标奋斗，意味着从明年开始，我的果
园进入盛果期，就可以把我这几年投
资进去的，开始零星回本了。”

刘光龙已与苹果结下了不解之
缘。“每天不在果园里转一圈、把苹
果一看，总感觉缺点什么；转了、看
了，心里就踏实了，感觉心情也好
了。”刘光龙说。

农民也有了职称

● 刘光龙（左）与白鹏飞（右）探讨果树管理技术

● 刘光龙（左）正和白鹏飞（中）、白海元（右）查看果树生长情况

● 在刘光龙的影响下，他的妻子叶庆霞也成了果树管理的行家里手

发展产业的底气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