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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王艳昌带着大学生村官的光荣
使命，来到崖州区三更村任职，扎根农村。彼
时，村庄道路到处都是泥泞，村庄常年缺水干
旱，村民收入不稳定。“2018年我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当选村委会主任，暗下决心希望让村子
变美、让村民变富、让村集体经济变强。”王艳
昌说，经过调研发现三角梅在省内园林绿化需
求量大，通过培育改良、扦插嫁接等技术可以
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此后大家便共同探索如
何将一盆花变成“致富花”。

通过采用“专业公司+村集体公司+农户”
模式，三更村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引进80
多个品种，有红、黄、白等10种花色。2021年
全村三角梅种植产业项目年收入45万元，同
比增长40万元，带动劳动就业300人次，发放
务工补贴约20万元。2023年元宵节，村里举
办了三更村首届三角梅盆景展暨小型盆景拍
卖会，展出110盆风格独特、形态各异的盆景，
现场竞拍成交101盆，成交金额超过8万元，
最贵的一盆卖了8000元。

“三角梅成了我们村产业的‘尖子生’。
我们不仅要培养‘尖子生’，还要带动村集体
产业‘班级’一起向上。目前，村里还探索建
立了直播基地，组建了一支有十多人的实习

‘红梅’主播团，带动三角梅、芒果、百香果、莲
雾、精品西瓜等三更村特色农产品销售。”王
艳昌透露，该村还以“古树红梅”作为美丽乡
村建设主题，不断提升村庄水、电、路、气、通
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
宜打造三更村和美乡村；以“花果飘香”构建
三更村产业IP，打造区域农产品特色品牌。

人才振兴是提升农业竞争力和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工作，是促进和实现乡村振
兴的关键。目前农村最缺乏的就是既懂现代
农业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为此，
崖州区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两
条主线，通过外引内育，培养乡村发展“领头
雁”，引进“博士村长”团队，全方位推进乡村人
才队伍培育工作，让更多“新农人”成乡村振兴

“兴农人”，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汇聚人才活
水，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我们下大力气去挖掘和培养农村致富
带头人、农村合作社负责人、村‘两委’干部、
驻村干部、返乡创业青年、农产品经营大户等
群体，让他们在提升产业政策、产业发展理论
的同时，实地到乡村振兴先进村、致富村、典
型村等实践访学点进行实地考察，边看边学、
边学边思、开阔眼界和思路，着力为‘新农人’
探访‘精准配位’的‘练兵场’，让‘新农人’能
够靶向施策、发光发热，为乡村振兴‘蓄足力
量’。”崖州区乡村振兴局局长王振芳说。

在近日举办的2023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好品开放日”活动上，作为最靠前的展台，崖
州区临高村“博士村长”易克贤团队的展台吸
引了众多人群，斑兰粉、斑兰酥饼、斑兰饮品
……各种颜值和风味兼具的斑兰产品获得不
少点赞。

作为第一批优秀“博士村长”工作队的负
责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环境
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博士、研究员易克贤也成
为一名“新农人”，他带领团队扎根临高村，因
地制宜带领村民开展立体生态复合种植和芦
笋特色种植，指导村民开展豇豆绿色种植。

“示范种植斑兰叶亩产鲜叶达到10000斤以
上，百香果亩产达4000斤，两项年亩产值可
达5.7万元，绿色种植的豇豆亩产达到6000
斤，相较于周围的农户多产1000斤左右，有
效提高当地村民的收入。”易克贤说。

具备科技实力的“新农人”是乡村振兴发
展的关键要素。崖州区积极推进区城融合，
2022年创新采用1个“博士村长”工作队、负
责1个村社区、带动N个产业发展的“1+1+N”
发展模式，从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科研
院所中柔性引进博士人才组成“博士村长”团
队，定向服务全区所有乡村，帮助破解产业发
展困境，探索乡村发展新道路。

“‘博士村长’团队入驻后，通过调研摸底
了解帮扶村基本情况，重点围绕发展特色产
业、项目合作、科研成果转化、农技指导等内
容开展工作，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在
此基础上，我们刚顺利完成第三批乡村振兴

‘博士村长’聘任工作，并同步推动两批乡村
振兴‘人才小院’揭牌，力争集聚更多优秀人
才推动乡村发展。”三亚崖州区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该区将继续整合利用好科研院
所、产业园区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资源，
持续完善政策支持，强化激励保障，不断健全

“博士村长”项目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工作机
制，促进专家服务基层常态化，加快打造农业
全产业链，充分发挥特色产业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实现全区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赋能
乡村振兴。

广袤沃野，大有可为。崖州区正以实招
实干呼唤更多“新农人”扎根农村、发展农业，
以新理念、新技术驰骋于田间地头，争做乡村
振兴的“行家里手”，在乡村发展的广阔舞台
上放飞梦想、贡献力量，让“希望的田野”未来
可期。

（本版撰文/肖皇）

三亚崖州区：

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兴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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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繁新品种西红柿，
皮薄汁水多，三分甜七分酸，甜度

正好……”首次“触网”直播，崖州区
南滨居居民方伟钦稍显紧张，但与粉丝依

旧互动良好。
方伟钦是一名农业技术员，家有1000多株芒果，去

年他首次尝试将部分芒果放在微信端销售，200多箱很
快以高价格售罄，这让他备受鼓舞。“电商、微商顺应了网
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让优质农产品从产地直接对
接消费者，不仅畅通了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提高了农民的
销售价格，让更多田间好货直达消费者的餐桌果篮，一举
多得。”方伟钦说。

如今，有不少像方伟钦这样的“新农人”活跃在崖州
大地，他们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
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
要职业。随着现代农业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规模化发
展的转变，智慧农业、生态农业、农村物流、农村电商等新
业态纷纷涌现，这批充满梦想和活力、立志在乡村创业的
优秀人才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崖州高质量发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区城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
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需要一
批有知识、有技能、有追求、有情怀的‘新农人’作为中坚力
量。崖州紧抓机遇、数商兴农，科技助力、产业兴农，厚植情
怀、人才兴农，让更多‘新农人’成为‘兴农人’，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发展。”三亚市崖州区委书记樊木表示。

崖州是农业大区，如何让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数字
乡村建设成为有力抓手。

当前，云端带货、网络直播迭代创新，不仅为“藏
在深闺人未识”的优质农副产品和乡村文创产品找到
了新销路，拓宽了农产品的市场，更成为乡村振兴的

“新农具”，为数字乡村建设不断注入新活力。崖州区
先后出台《崖州区融合新业态，引育“新农人”工作实
施方案》《三亚市崖州区新型南繁农民队伍建设工作
方案》等文件，探索发展“供应链管理+红人孵化+数字
电商+职业教育产业”的模式，引入电商直播头部企

业，策划举办《辛海相连》电商直播暨辛选集团落户海
南自贸港“辛巴选品大会首届海南专场”活动，开展电
商直播培训培育农村直播带货“领头雁”，着力打造新
农商共同体模式，打造乡村振兴新型人才队伍。一大
批新农人抢抓机遇，为家乡好货代言，利用数字化平
台打开了乡土文化产品的新销路，更多优质产品插着
互联网的翅膀飞向全球，有效拓宽农民增收路径，赋
能乡村产业振兴。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这是‘钦密九号’百香
果，香甜可口……”近日，崖州区三更村村民韦朝月正在
练习直播话术，她所在的村级直播间是三更村新建的直
播基地——三更全球购电商中心，这栋面积100多平方
米的二层小楼，打造了集直播技能培训、直播场景等“一
站式”直播基础平台。

“三更村虽然有芒果、百香果、莲雾等诸多优质农产
品，但销售渠道有限。由村集体牵头、企业助力，我们共
建直播间，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人，让群众
受益。公司的直播运营管理团队驻扎在村子里，村里组
建了实习‘主播团’，计划打造一支三更村直播队伍，让直
播带货的新业态、新模式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力争辐射
到周边村庄和更多地区，带动大家共同创收。”海南更晟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斌透露。

引育“新农人”已成为崖州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
重要举措之一。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崖州区积极整合优质企
业、产业资源等为“新农人”搭建“培养平台”，构建以市场为主
导、乡村企业为主体、产学融合的创新体系，将培养农业人才
作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延链、强链、壮链的关键抓手。

“目前我们依托辛选集团、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多
部门联动开展‘农产品直播带货+助农公益培训’，做好
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百余名农户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同步地，结合崖州区项目建筑工种用工需求，开展乡
村建设带头工匠培训，通过‘技能理论+现场观摩学习+
实操训练’等方式，造就一批懂专业、讲安全、有美感的乡
村建设工匠队伍。因地制宜为‘新农人’提供在乡村创业
发展的条件，让他们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留得住’‘扎得
稳’。”崖州区人社局局长陈书鑫说。

科技助力，产业兴农

“大家加快速度，这个订单要2万株茄子苗和1万株
青瓜苗。”南繁工人、崖州区崖城村村民陈志良正熟练地
配合工友完成售苗业务。当前，琼南地区的冬季瓜菜种
植进入农忙季，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工厂化育苗
中心是很多崖州农户开展种业CRO服务的工作地。“培
训上岗后，我们主要为育苗、售苗提供支撑服务，在家门
口就业每天都有200多元的收入。”陈志良说。

下田就是上班，这是很多崖州“新农人”如今的常
态。崖州区用足用好“南繁硅谷”建设的溢出红利，着力
让本地老百姓打上南繁工、吃上南繁饭。

为了精准施策，崖州区算了一笔经济账。经过调研，
该区发现南繁育种1亩地用工约15人次，大田制种1亩
地用工约10人次，主要为插秧、播种、收割、授/赶粉、施
肥等。根据上年度南繁数据统计，全年全区南繁用工市
场约38.82万人次，按平均150元/人次算，崖州农民参与
南繁劳务收入约为5823万元。在部分南繁单位反馈所
需工种中，插秧工种需求量最大，授粉/赶粉、施肥工种技
术要求最高。

“在问需、问难、问计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我
们详细了解乡村发展所需，重点推进南繁种业CRO产业
发展，积极培育南繁领域中小企业，着力引进种业CRO
企业、高水平种业服务团队，打造育种制种从播种到收
获，再到成果转化由第三方机构来负责的全链条服务，加
快产业集聚。”崖州区长童立艳说，结合城区融合产业发
展规划，崖州着力培养一批急需紧缺的现代农民队伍；搭
建崖州区人才就业服务平台，推动产业融合农民工高质
量就业；建立推广田间学校，推进常态化培育乡村产业建
设“新农人”。

具体而言，崖州区在种业CRO技能培训中精准培

养，重点设计了育种插秧、授粉/赶粉、施肥理论实操培
训，不断提升南繁务工农民就业能力水平，满足南繁单位
及相关企业用工需求；与南繁科技城各单位、科技企业、
合作社建立用工需求反馈机制，及时将企业需求与产业
技能型农民队伍人才信息库中人员就业情况进行匹配，
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的有效衔接；充分利用已建成
的坝头人才小院、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基础条件，在坝
头南繁科技小院、广东科学院、南繁产业公司挂牌设立新
型南繁职业农民实训基地和南繁种业CRO企业创新创
业服务基地，整合南京农大、中国农大等科研单位师资培
训资源，邀请专家教授、基地技术人员实施高素质农民全
覆盖教育培训。

“学习育种技术让我们夫妇俩有了一技之长，一年至
少能有10万元收入。”崖州区三公里村村民韦高武说，广
东省科学院团队在村里推广的工程化育种服务，牵手12
家企业发展育制种产业，手把手教会村民育种，让大家的
致富路越走越宽。

“我们将着力打造一支能承接南繁种业CRO业务农
民队伍，完善田间学校建设，健全配套服务设施，谋划一
批产业一二三融合项目，提升种业CRO就业创业营商环
境，引导农民入企业、进南繁基地、自主创业等活动，促进
农民工就地高质量就业。”崖州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阳超
说，该区将融合南繁种业CRO、新媒体等新业态，引进一
批懂知识、会经营的“新农人”，助力南繁成果转化，加快
崖州“新奇特优”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品牌化建设；通过建
设南繁种业企业孵化中心项目，引进孵化南繁科技企业、
种业CRO服务企业，促进崖州区南繁种业CRO模式商
业化建设，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推进农村乡村重点产业链
建设。

厚植情怀，人才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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