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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6年，54岁的孙香莲再次来到
“课堂”上。

孙香莲是招远市阜山镇下观堡村果
农，参加的是22日开班的烟台市高素质
农民能力提升培训班。

当前，正值苹果疏花期，为啥不抢抓
农时下地干活，却跑到100多公里外来求
学？

“没文化，太可怕。”孙香莲摇头自嘲
道，“年轻时不懂，种了这么多年苹果后，
才真正明白知识的重要性。”

这深刻的领悟，要从2018年的高素
质农民培训班说起。她说，以前修剪果
树时，都按照老经验、老办法，修剪成统
一样式。直到在培训班遇到专家后才知
道，要根据不同树龄、树势和生长期选择
不同修剪方式。正确修剪，既能促进树
体健康生长，还能提高苹果品质。

专家的指导让她受益匪浅。她淘汰

了老办法，用上了新技能，种出的苹果个
头大、表光好，引得邻居们啧啧称赞。

这个经历彻底转变了孙香莲的观
念。她觉得，作为一个农民，不能操劳一
辈子却碌碌无为，一定要不断学习、不断
提升自己。

因此，当村干部询问时，她毫不迟疑
地报名参加了这次能力提升培训班。“虽
然要耽误3天功夫，但不能只看眼前，收
获的知识和技术才是我们农民最需要
的。”孙香莲说，学到一点是一点，哪怕只
学一点，都能用到生产生活中去。

着眼于孙香莲等学员们的实际需
求，培训班优化了课程设置。开班仪式
后，具有丰富培训经验的高校教授和电
商讲师将为学员们讲授农村电商、智慧
农业、农业信息化等多方面的知识。在
授课形式上，既有传统的讲台授课，也有
师生互动和学员交流。

这让孙香莲喜出望外。目前，她的
苹果种植管理技术已经成熟，但在销售
端仍然依赖传统渠道，希望能跟着专家
学习农村电商。

“第一次，专家教我种出了好苹果。
这次希望学会直播带货，把种出来的好
苹果卖出好价钱。”在她的眼神里，充满
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盼。

看到学员们高涨的学习劲头，烟台
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培训
科科长卢俊宇深受感动。

他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
到城市务工，导致务农劳动力数量减少，

“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
后”不谈种地，这已成为现实问题。应对
和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发展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大力培育“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的
高素质农民，使农业发展后继有人。

这也正是烟台发力的方向。自2012
年开始，烟台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由
试点发展到全面推开。截至2023年，全
市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新型职业农民）
27401人，开展新型农民创业培训3619
人次，为广袤乡野打造了一支有文化、懂
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梯
队，为烟台乡村振兴播下了人才的种子。

在这次能力提升培训班上，就有不少
参加过高素质农民培训的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比如，海阳
市美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丛华
荣，通过“合作社+商贸公司+网络营销”方
式，将烟台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招远市
建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钟少霞，通过
小小的地瓜成就了甜蜜的事业……

听着身边一个个传奇故事，孙香莲
心中泛起波澜：一定要把知识带回村里，
改变大家的命运。

6年前，她第一次参加高素质农民能力提升培训班，学会了如何种出好
苹果；这次她来学直播带货，要把好苹果卖出好价钱——

果农孙香莲求学记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秦菲 通讯员 宋秀英

4月伊始，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
工程学院烟台专项研究生所在的千岛湖
典型流域氮磷迁移转化研究基地收到了
一份特殊的礼物。

“感谢你们为老年人和残疾人送去
的有机大米！”杭州市淳安县安阳乡敬老
院管理中心负责人员将锦旗送到研究生
团队成员杨建男的手中。“有机大米”正
是基地“净水农业项目”的科研成果。

早在半个月前，基地研究生团队就
通过多次联系，将他们一手从育种、播种
到收获的80袋（50kg/袋）有机大米送进
了安阳乡敬老院管理中心和基地附近村
落。助农、助老、助残，让当地人一起感
受“绿色农业”带给生活的改变。

许多研究生成员至今仍在外“采水”
未归。每逢雨天过后，采集水样分析污
染情况，是净水农业项目科研实验的必
要步骤。

2022年，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为引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水问题研究中
心主任康绍忠院士主持的项目《淳安县
千岛湖典型流域农业氮磷转化过程及净
水农业示范——以上梧溪流域为例课题
服务采购项目》启动，旨在保护和净化千
岛湖生态环境和水质的前提下，探索实
现生态与经济效益相平衡的绿色农业发
展模式，创新性地建设和完善“千岛湖消
落带净水农业”体系。

之后，中国农业大学和千岛湖正式
“牵手”。科研予环境、科研予农业以及
科研予人们生活的改变正在发生。

2022年6月，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
正式进驻千岛湖，在基地开展实地调查、
现场监测工作。烟台专项研究生张新远
于2023年进驻基地。他告诉记者，科研
项目靠的不是几个人的努力，而是一届
又一届师生团队的接力。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改造当地废弃茶

厂，作为兼具基本生活、科研和实验功能
的氮磷迁移转化试验基地，建成了安阳
乡稻田、茶园径流小区、鸠坑源茶园和林
地组合径流小区，完成了安阳上梧溪、鸠
坑源净水农业与生态湿地规划设计，建
设了景观上、生态上、经济上具有综合效
应的千岛湖消落带净水农业示范基地。

“我们这次捐献的有机大米就来自
安阳乡稻田和安阳乡净水农业示范区。”
张新远说，净水农业试验区中所种的水
稻都没有施肥，仅通过吸附上游水体中
的氮磷元素生长，减少了径流对湖泊的
氮磷输入。由于水稻品种优势以及定期
除草等管理措施到位，水稻产量可观，并
且稻谷米质达到了三年的最佳水平。

目前，该基地共有16名研究生和10
名教师致力于这项科研工作。在校地合
作模式下，他们受当地村民帮助颇多。日
常交往、生活琐碎都有邻里帮助，四季时
节、春耕夏收都向村民请教。在老师们的

言传身教下，研究生们希望通过捐赠有机
大米这个举动来回馈村民的情谊。

杨建男接过写着“助老助残献真情
无私奉献传美德”的锦旗那一刻，内心感
触颇深：“我忽然觉得顶着烈日、冒着大
雨采样和监测的那些日子都是值得的。
希望我们能做到‘躬身科研实践、强化奉
献担当’，践行‘两山’理念，守护好‘天下
第一秀水’千岛湖。”

积极科研，投身基层，服务群众。多
年来，从千里冰封的青藏高原，到天地苍
茫的内蒙古草原，再到骄阳似火的海南
崖州，中国农业大学烟台专项研究生与
村民们同吃同住，零距离、零门槛、零费
用服务，解民生，致学问。深入田间地头
和村屯农家，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
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他
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田野上。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王玉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要
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和省委、省政府批准的《烟台市机构改革方
案》，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将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
表工作委员会更名为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
员会。原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职务相应更名为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
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
代表工作委员会更名为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2024年4月23日烟台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44号）
烟台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根据

烟台市人民政府市长郑德雁的提请，于2024年4月23日决定任命：
沙声涛为烟台市林业局局长；
张德健为烟台市信访局局长。
决定免去：
于锁的烟台市信访局局长职务。
因机构改革，原任的烟台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自然

免除。
特此公告。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4月23日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5号）
烟台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根据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于晓东的提请，于2024年4月23日任命：
孙永刚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杨悦琪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

庭副庭长；
刘晓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

判庭副庭长；
孟广新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焦树文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韩刚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张强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

庭）庭长；
于秋生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免去：
郑仁君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

庭庭长职务；
刘忠涛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速裁

庭庭长职务；
王群昌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监督庭庭长职务；
张建山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

职务；
张强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职务；
孟广新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庭长职务；
焦树文、李丽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

长职务；
韩刚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职务；
翟汉涛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

职务；
张鲁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孙永刚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副庭长职务；
刘静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特此公告。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4月23日

（第46号）
烟台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根据

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邵汝卿的提请，于2024年4月23日任命：
王菲、刘通、刘燕、孙伶俐为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林亮的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特此公告。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4月23日

（第47号）
芝罘区选举的丛培坤、单新磊，海阳市选举的姜百文，莱州市选

举的马志江，驻烟部队选举的杨帆、王淑叶调离我市。海阳市人大
常委会决定接受王成华、王磊、鲁晓龙辞去烟台市人大代表职务，招
远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彦博辞去烟台市人大代表职务。依照
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以上10名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

依照选举法等法律规定，因代表资格终止，王成华担任的烟台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现在，烟台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83名。
特此公告。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4月23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4月25日（星期四）9:00-
10:00，烟台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将接听12345热线，有相关问题的
市民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或反映。

此次活动受理范围为烟台市交通运输局职责范围内且属于烟
台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范围的各类诉求，包括：公路、水
路、地方铁路、港口、城市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咨询、求助、意见和建
议。接话情况将通过“大小新闻”“聚焦烟台”“烟台后浪号”等媒体
端对外公开。

烟台市交通局负责人
明日接听12345热线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戴维 摄影报道）春回大地，花
红柳绿。福山区回里镇西回里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的无土栽培西红柿种植
基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走进基地，有的棚内西红柿枝蔓繁茂，
社员正忙着给西红柿秧绕蔓；有的棚内如
鸡蛋大小的西红柿挂满藤架，红色、绿色、紫
色，长势喜人，社员们正忙着采摘……

目前，西回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
有5个无土栽培西红柿大棚，占地面积约
11亩，种植有紫桃等诸多品种。“我们‘西
回洋柿儿’品种多，压茬种植，亩产可达
8000斤左右，每年能保证10个月的收获
期，一年到头都有新鲜西红柿上市，进一
步保障了收益。”西回里村党支部书记邓
敏说到。

“西回洋柿儿”的品质也是数一数二
的。作为水果西红柿，“西回洋柿儿”更加
关注口感，“比如美宝六号，口感酸甜，非
常适合鲜食，许多老顾客直呼是小时候的
味道。”邓敏笑道。得益于上佳的口感，

“西回洋柿儿”售价每斤可达十多块钱，每
亩可收益十余万元。种西红柿还增加了
村民就业，极大地促进了村内增收、百姓
致富，实现了由原来的“土里刨钱”向“棚
里生金”的转变。

“西回洋柿儿”之所以好吃，除了选种
的是优质品种外，更为关键的还是优良的
种植管理模式，他们采用的是以草炭土为
介质的无土栽培技术，配备物理杀虫、自
动喷灌等农业科技等。同时，“洋柿儿”从
出苗到栽培，再到成熟采摘，不沾一点儿
土，有效地避免了土壤病虫害，使得西红
柿不仅外观玲珑可爱，口感酸甜可口，营
养价值也比普通西红柿高。

近年来，回里镇西回里村坚持党委搭
台、支部领办、党员带头、能人参与，以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采用“党支部+
合作社+专业能人”的模式，依托基地扩
规模，统一进行技术指导、统一农资配送、
统一标准管理、统一品牌创建，打造了“西
回洋柿儿”特色品牌，进一步拓宽了群众
增收致富路，激发了乡村振兴新活力。

千岛湖畔建起净水农业
农大学子科研服务“三农”，把论文写在祖国的田野上

4月 21日，游客在油菜
花田里拍照。当日，莱山区
院格庄街道办事处永智农场
内游客络绎不绝，人们纷纷
走进田园，感受春日美好。

YMG记者 夏靖尧
通讯员 曲文君

摄影报道

小小洋柿儿小小洋柿儿，，红火致富路红火致富路
福山西回里村打造福山西回里村打造““西回洋柿儿西回洋柿儿””特特色品牌色品牌，，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春日画卷春日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