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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瀚云

2014年，按照“科教兴农、人才
强农、新型职业农民固农”的战略
要求，我省组织实施新型农民科技
培训、新型农民创业培训和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工程“三大培训工程”，
全年共培训农民110370人。

我省确定了临沂作为职业农
民培育的整体推进市，还安排了
国家生产经营型示范县19个、国
家级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示
范县42个、省级生产经营型示范
县20个，全省共培育生产经营型、
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类新
型职业农民35970人。

大力开展扶贫科技培训。以省
直部门帮包贫困村所在县为实施
主体，重点对贫困村科技带头人开
展帮扶科技培训，帮助其发展产
业，提高其增收能力。培训以乡镇
为单位，每乡镇确定基本学员不少
于100人，累计培训不少于10次。省
财政安排资金890万元，全省共涉
及89个乡镇，培训8900人以上。

组织全省各级农业科研、教
育、推广部门的科技人员1万人，
在全年的各农业生产关键时期，
深入乡村农户、田间地头，为农民
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传授农业
生产关键技术，切实解决农民群
众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同
时，探索建立农业科技下乡的长
效机制，发动各级农业科技人员，

“下长乡”、“常在乡”，使科技下乡
活动经常化、制度化。

我省去年培育

3 . 5万“新农民”

月月休休1100天天年年薪薪66万万
不不如如回回家家种种葡葡萄萄
东营盐碱村和青岛农业大学合作，依靠科技种葡萄致富

本报记者 段学虎 魏菲

4个大棚

一年净赚20万没问题

2月17日，腊月廿九，在
20℃的大棚里，毛坨村村民孙
春英正忙着为葡萄苗绑枝儿。
她曾是村里最先种植葡萄的一
批人，有着30多年的葡萄种植
经验。但因为村里的土地严重
盐碱化，最近几年她一直在外
地的葡萄种植园做技术骨干。

去年底，孙春英辞去工
作，回村自己种葡萄。“一年工
资6万元，每个月还有10天假，
要不是看到村里葡萄种植前
景好，还真不舍得辞这份工
作。”孙春英说。现在的她担任
村委副书记、妇女主任，也是
首批尝试大棚葡萄的三户村
民之一。

“刚建了10亩地的大棚葡
萄，前几天才把大棚的第二层
塑料薄膜盖上。春节期间还要
上肥、浇水、打杈，今年赚不赚
钱就靠这一个月了。”说起种葡
萄，孙春英打开了话匣子。

去年，孙春英先盖了5个大
棚，种了10亩地的葡萄，“大棚
葡萄比露天葡萄早成熟1个多

月，正好填补市场空白，卖价高
很多。”第一年葡萄产量低，今
年将迎来高产期，按照孙春英
的估算，一个大棚能产7000斤
葡萄，纯收入5万元左右，4个大
棚一年纯赚20万元不成问题。

村民家门口

免费上大学

放在七年前，毛坨村的光
景可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叫毛坨村？就是因
为之前远远地看去，村子周边
都是白花花的盐坨子，就长几
棵茅草，所以得了毛坨的名
字。”村支书张玉亭说。

由于土地盐碱化严重，种
粮食不赚钱，从1984年开始，
毛坨村6户村民开始在水坝子
上种植葡萄，但因为没有技
术，10年后村里的葡萄就被砍
得所剩无几。“之前都是用自
行车带着葡萄出去卖，碰到雨
天路难走，葡萄就得烂掉，别
提多闹心了。”孙春英还清晰
地记得，有一次她骑自行车去
河口城区卖葡萄，连人带车摔
进泥沟里，“一车葡萄白瞎，回
家就决定不种了。”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
玉亭接触到青岛农业大学，这

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
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年时间，
他自费往返东营、青岛50多
趟，这份执著换来了青岛农大
的重视。

当年10月，青岛农大成立
黄河三角洲重盐碱地改良及
生态农业试验工作站和研究
生工作站，将第一批资源环境
领域的专家派驻到毛坨村，开
始基础性调研和试验研究。次
年12月，双方合作共建东营青
农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综合利
用及生态农业研究中心，后又
建成青岛农业大学东营研究
院。现在村里最显眼的建筑，
便是研究院的两栋小楼。

“专家吃住在村里，我们村
的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免费上
大学。”张玉亭说。正因为这，孙
春英重新看到了种葡萄的希
望，她的大棚里有8个品种的葡
萄，“大学教授帮着我们使用了
改良土壤的新办法，投入少了，
我种植的8种葡萄先做试验，看
哪种最适合在我们这里生长，
来年给村民做示范。”

过春节

自酿小酒喝起来

临近春节，村内准备的最

具特色的年货也与葡萄有
关——— 自酿的葡萄酒。“今年酿
了两桶，都让亲朋好友‘瓜分’
了。”2月17日下午，村民陈胜泉
拿出还剩下的一点葡萄酒，给
记者倒了满满一碗。

对于村里的变化，陈胜泉
看在眼里。如今的毛坨村，村
居整齐划一，水泥路修到各家
门口，更重要的是，农民靠种
地一年能挣好几万。“以前我
们村的地不长庄稼，我们老两
口只能出去租地种。现在村里
来了专家，帮着改良了土壤，提
供了新的种植技术，我们就没
出去租地。”老陈说，现在村里
人均年收入两万左右，在家种
种葡萄抵得上城里的小白领。

“两个孩子都买了车，小日子过
得挺滋润，真没想到我们这盐
窝窝里还能生出金疙瘩！”

据介绍，目前，毛坨村葡
萄种植已达1000多亩，80%的
村民都有几亩葡萄园。“葡萄
闯出了名堂，还得多条腿走
路。现在村里还建了有机农业
示范园区，搞大棚蔬菜种植，
春节前后大家正忙着进苗
呢。”村支书张玉亭说，他的愿
望是“村前有机农业示范园
区，村后林果示范园区，村内
绿草如茵”。

A12

新农民

东营市利津县汀罗镇最北部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名叫毛坨村。这是黄河三角洲一个典型
的小村，土地贫瘠，放眼望去，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

但今年，村民过了一个喜滋滋的春节，因为通过和大学合作搞科研，这块种啥啥不长的盐碱地竟
然有了高产值。不少村民放弃了在外地的高薪工作，重新返乡种地。

春节期间，孙春英在大棚里给葡萄苗绑枝儿。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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