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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学怎么搞扶贫？脱贫攻坚责任如

何压实？责任、措施、资金如何落实？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云

南农业大学（以下简称云南农大）校长盛军教

授说，自 2014年以来，该校就成立社会服务中

心，负责统筹协调全校的扶贫工作。

多年来，云南农大发挥科技优势，以“组

建团队、项目推进”方式，始终围绕一个产业、

遴选一名专家、带领一个团队、服务一个合作

社、推广一项科研成果、带动一批农民脱贫致

富，为云南实施精准扶贫、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交出了一份过硬答卷。

农业科技是发展特色
产业的“法宝”

海拔 2146米的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前场

镇木署村，是典型的山区彝族村。全村有 302

户、1235人，国土面积达 22.63平方公里，人均

耕地却只有 0.94亩。

2015 年以前，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多达

73 户，大伙儿种玉米、烤烟，日子过得有些

“囧”。“因为山地贫瘠，水利条件差，烤烟也卖

不起价。”今年 59岁的村民周明福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等不是出路，做才是办法！”与姚安县

“结亲”以来，云南农大累计安排 13 名校领导

和 150 名处级干部，结对帮扶木署村 73 户“亲

戚”，一户一策找致富出路。

两年来，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云南农

大 动 物 科 学 技 术 学 院 党 委 副 书 记 赵 平 带

着一腔热情，免费帮周明福建起 6 间鸡舍，

免 费 提 供 疫 苗 、器 材 ，手 把 手 教 他 一 家 如

何给鸡舍消毒，小鸡如何接种疫苗。如今

他旺季一月能安全出栏 1000 只鸡；同时还

养 了 30 多 头 大 猪 ，家 庭 年 纯 收 入 超 过 10

万 元 。“ 日 子 算 是 亮 堂 起 来 了 ！”周 明 福 笑

呵呵地说。

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的周和书，是木

署村的老书记、老主任。说起村里的脱贫攻

坚，他心里头有满满一本账。“正是云南农大团

队真心真情的无私帮助，我们才依靠科技，建

起结合8个自然村不同资源禀赋的特色种养殖

模式。”眼下，在石碓窝、处薯地和罗家箐几个

自然村，滇重楼、续断、云木香、紫丹参等中药

材种植已成规模；而能生“金蛋蛋”的魔芋随处

可见，亩产可达2吨左右。

“这些产业都是前所未有的。”云南农大

副校长杨生超教授说，学校的社会服务，远不

止姚安一县。近年来，云南农大协调引进拼

多多、汇源集团等 10 余家企业，采取“公司+

团队+合作社+农户”模式，在姚安县建立蔬

菜基地 1000 余亩，在南华县建立白及基地

3000 余亩，在澜沧县建立林下三七基地 7000

余亩，在剑川县建立春蒜基地 3000亩、玉米制

种基地 6000 亩，在漾濞县建立林下丹参基地

1500 余亩，在怒江州建立草果基地 4600 余

亩，辐射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志智双扶，打造“永不
撤离”的工作队

杨生超教授带队培训中药材种植；杨正

安教授指导蔬菜、魔芋种植；赵平、顾小龙博

士手把手教畜禽养殖……村委会会议室，是

木署村最热闹的地方。

“在这里上完理论培训课，老师们还要带

我们到田间地头、猪圈牛圈实际操作。当了

半辈子农民，才知道魔芋、大蒜、山药应该这

样种，畜禽应该这样养！”村民周学清曾是建

档立卡户。他说，云南农大老师教技术，就是

教自己学会怎么捧“金饭碗”。

“云南农大先后有 119 名专家教授、1000

余人次到姚安县。”社会服务中心主任沙本才

教授说，通过科技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

党建扶贫、消费扶贫等，他们建起专家工作

站、科技小院各 1 个，建立蔬菜、果树、中药材

示范基地 5个，推广蔬菜、玉米新品种 5个，推

广畜禽新品种 3 个，培育示范养殖大户 8 户，

培训农民 1000人次，开展技术指导近万人次。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的根本之策。”云南

农大党委书记黎素梅告诉记者，培训好了基层

技术骨干、建立了工作机制，就是打造了一支

“永不撤离”的工作队，把培训班办到田间地头，

累计举办科技培训1500余场次，培训各类人员

6万余人次，激发了基层干部群众的内生动力。

在学校内部，则组建了蔬菜种植、林果栽

培、药材种植、农产品加工、畜禽养殖、畜产品

加工、基础设施建设、本土人才培养、教育扶

贫、电商扶贫、农校合作等 12 个扶贫项目团

队，给予三区项目经费支持和核发工作量，鼓

励团队投身产业扶贫。

2 月 25 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大

名誉校长朱有勇和云南农大社会服务中心，

分别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云南农大：用科技打造特色产业“金饭碗”

3 月 29 日，陕西省榆林市晴空万里，黄河

西岸边上佳县通镇向阳湾村的山顶上，几排

塑料大棚半开着卷帘，枣木菌棒上长出的红

枣香菇白生生的十分惹眼。这段时间，该村

党支部书记贺建强每天都要分几次赶到棚里

查看香菇的生长情况。

2015 年以来，贺建强由外出创业自己挣

钱的小老板转变为带领乡亲致富的主心骨，

向阳湾村从此逐步由后进变先进，成了远近

闻名的“枣菇村”。

村子越来越富，贺建强也同步成长。获

评 2017年度“陕西省脱贫攻坚优秀村干部”的

他，近期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回村创业中变成了“大个子”

1983 年 10 月出生的贺建强头脑灵活，打

小便外出打工。从背砖块、扛石头做起，经过

十多年的打拼，他创业初成并捞到第一桶金，

成为向阳湾村内外公认的有本事后生。

佳县是“中国枣乡”，这里的黄河滩枣驰名

中外，泥河沟 36亩成片的千年枣树群落，被联

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向阳湾村坐落在山顶上，村里坡陡路

烂，小车进村难，村民吃水也困难，长期被贫

困困扰。因传统的红枣产业衰落，村里 1900

亩枣林收益低下。全村有 228 户 621 人，多

数外出务工，在村居住的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9 户 126 人，个个发展无思路，户户致富无

门路。

“你这人敢闯荡，回来试一下，看能不能

带领村里发展起来？”村里一些老者劝说贺建

强，对他满怀期待。贺建强对村里的现状也

颇有想法，决心带领村民搏击贫困。

2015 年 5 月，贺建强放弃城市生活，舍弃

了外面挣大钱的事业，回到村里挑起了向阳

湾村村委会主任的重担。他暗下决心干成几

件实事，用实际行动回馈乡亲们的信任。

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是他的切入点，刚

开始上级没项目，他自己垫钱实施。打井解

决吃水困难，建幸福院解决老年人吃饭问题，

修路建“两委”阵地，配娱乐设施，搭建无线网

络。不到一年时间，村里面貌焕然一新。基

础设施好了，这个村子与外面就连起来了。

贺建强回村后的一举一动，上级部门和

村民看在眼里，服在心里。

“一人富不算富，共同富是进步，我的事

业不是自己赚钱享乐。”贺建强回村创业中变

成了“大个子”。2018 年底，全村建档立卡人

口 59户 126人全部脱贫。

陕北枣菇第一村

受气候条件变化与城市化冲击等因素影

响，佳县的红枣产业一度萎靡不振，价格上不

来、成熟无人摘、产品卖不出等问题突出。佳

县县委、县政府围绕枣业提质增效，出政策、

投资金、引人才、上项目，红枣醋、红枣酒、红

枣羊应运而生。

贺建强常立足枣业苦思冥想，颇费心

思。他抓住各级帮扶脱贫攻坚的大好时机，

争取扶贫项目。

特别是 2018 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他

发现佳县利用枣木废料发展红枣香菇产业的

前景广阔，于是带领 27 位村民赴商洛柞水考

察。回来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商议后，他又

马不停蹄奔赴杨凌，登门拜访并邀请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副教授杜双田到村里实地考察，

随后请华中农业大学的技术团队进行调查分

析，确立了红枣木—菌棒—香菇的产业发展

思路。2019 年 8 月，向阳湾村建成了占地 60

多亩的食用菌生产车间，并投入运营。

“村里的枣树每年春季都要塑形修剪，所

以枣木原料不缺。”贺建强说，“因为枣木营养

丰富，加上榆林阳光充足，气候干燥，所以枣

木菌棒比其它杂木菌棒养菇周期短，出菇量

大，花菇率高。”

菌类种植利用了胡乱丢弃的枣枝，但是

也 产 生 了 新 的 废 料 ，怎 么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

2019 年 10 月，贺建强再次外出考察，赴“花

菇之王”产地——湖北随州，引进了枣木—

菌棒—菌丝—有机菌肥—枣树的循环生态种

植方法。食用菌的废料菌丝蛋白含量较高，

通过简单的加工可成为有机菌肥，用于枣园

施肥，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农业废弃物，又减少

了资源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实现

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2020年，向阳湾村集体收入 77.7万元，村

民人均收入 1.6 万元，贫困户人均分红 3700

元。生产枣木菌棒 50 万棒，生产干菇 1.2 万

斤。今年计划安装自动化接种设备，预计年

生产能力可达 120万棒，能满足周边几个县的

菌棒需求。

“我们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具有陕北特

色的枣木菌菇产业，掌握了从木屑加工、装

袋、接种到养菇、出菇、烘干等菌菇生产的全

部流程和技术。今后会把这项产业向周边其

他村镇推广出去，把农业做成生态，把生态做

成产业。”贺建强自豪地说。

贺建强：枣木上种菌菇，环保致富两不误

中等个儿，神态儒雅，镜片后的双眼透着谦

和与善意。在江西省井冈山区的永新县，王佐

的名字耳熟能详，这不仅仅因为他扎根山区 18

年的教职履历，也不仅仅因为他 6 年县教育体

育局党工委书记、局长的任职生涯，更多的是来

自于当地百姓对他深植教育扶贫事业的肯定与

推崇。

有很多人对王佐充满感激之情，这其中，有

在他的倾力帮助下重返健康、摆脱贫困的对口

帮扶户，有在他劳心费力下掌握职业技能的青

年就业者，更有在他恪尽职守的教育理念帮助

下敞开了命运之窗的莘莘学子。

面对这一切，王佐既欣慰又淡然，在获得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荣誉时，他说：“我

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教育

永远在路上。”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辍学”

永新县地处革命老区，2018 年之前是国家

级贫困县。2015 年春，王佐走上县教育体育局

领导岗位。回想起来，在深入基层进行扶贫专

项调研中，有两件事使他印象深刻。

一个是莲州小学六年级的一名男生，特别

喜欢跳舞，憧憬着长大后当一名舞者，但因为家

里经济条件不好得不到支持，因而执意辍学。

王佐了解情况后，上门与男生父母沟通，同时鼓

励男生追梦并予以资助。后来，这名学生顺利

参加中考，考取了豫章师范学院音乐舞蹈系，扎

扎实实地学起了舞蹈。

另一个是在任弼时中学就读的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吴智海。吴智海 5 岁时父亲去世，母亲

改嫁，奶奶患有精神疾病，家里仅靠爷爷勉力支

撑。虽然品学兼优，但贫困的生活使吴智海逐

渐心灰意冷而产生辍学的念头。王佐得知后三

番五次来到小吴家中，促膝谈心并详细介绍新

时代国家系列教育资助政策，使小吴重新燃起

了求学的勇气和热情。2017 年，吴智海顺利考

取了清华大学。

这两件事使王佐深切感受到教育精准扶

贫中包容理解与普惠公平的重要性。自 2016

年起，在王佐的精心组织下，由永新县教育体

育局班子成员牵头，将全县所有学校划分成

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对全县 238 个行

政村实行责任包干。一来，通过学校对本校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进行梳理，逐一核实，确

保本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没有遗漏；二

来，将各个学校上门走访收集的信息进行汇

总，再与县扶贫办提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的信息反复核实，确保资助对象的精准。五年

来，永新县共发放学生资助金 6776.4 万元，扶

持贫困学生 71147 人次，做到了建档立卡贫困

生 100%无遗漏。

“最美的建筑和环境都在校园”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阳春时节，三湾乡三湾村三湾小

学三年级教室中，飘出了稚嫩而单薄的读书声。

之所以单薄，是因为这一届学生只有三朵“小金花”。但是学校的老师配备齐全，每堂

课都是“一对三”，教室里多媒体现代化设备也一应俱全。“我们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找局长，

是王局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现在农村学校一点也不比县城学校差！”三湾小学校长尹志

民自豪道。

六年来，王佐的足迹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且受到上级

领导大力支持的情况下，王佐带领同事们通过向上争、政府投、银行融、社会捐等多种方

式，对全县 183所农村薄弱学校、幼儿园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县财政每年拿出预算总额

的 19%专项用于教育投入，每年挤出 100亩用地指标，优先确保农村校建项目，做到立项、

投入、用地“三个优先”。迄今，县委、县政府已先后投入 10 亿余元，确保贫困村学校标准

化和现代化建设，让贫困生在家门口就可以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在师资保障方面，在王佐和同事们的奔波协调下，永新县一方面通过定向师范生、中

央特岗计划等政策加大农村教师补充力度；一方面加大城乡教师交流，通过增加津贴、补

助交通费、评优评模优先等手段鼓励教师轮流到村小、教学点任教。每年全县表彰的优秀

教育工作者，90%以上都是来自农村的一线教师。

坚持进村入户、坚持关爱贫困学生、坚持改造薄弱学校、坚持强化技能培训、坚持做好

疫情教学、坚持狠抓工作落实……永新县精准教育扶贫的故事不胜枚举，而王佐的工作成

果，来源于一份坚持和守望，来源于一份责任与担当，更来源于一名基层教育管理者的拳

拳之情。

王
佐
：
扶
贫
扶
智
，以
教
育
铺
就
幸
福
路

每天睡土炕，吃农家饭，使用旱厕，还要经

常克服停水和网络不畅等生活上的困难……

这是 2020年 6月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2019级

9名“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专项研究生，在地

处黄土高原东部和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省灵丘

县调研的日常。

两个多月间，他们的足迹覆盖全县三分

之二的乡镇，开展技术指导、科普宣讲、志愿

服务等实践活动。

多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立足服务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围绕“三农”发展需求，结

合农学类学生专业优势，培养知农爱农人

才。这是他们以实际行动倾心助力脱贫攻坚

的一个缩影。2021 年，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发挥学科专业优势，
探索开辟助贫之路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专家在车河村规

划的有机农业，从社会化组织和技术方面等

解决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山西省灵丘县车河

村村支部书记王春感慨。

素有“九分山水一分田”之称的灵丘县，

曾经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7 年，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

战略，创新办学机制，与中国扶贫基金会、黑

土麦田公益及地方政府等开展精准扶贫与乡

村振兴的实践机制和模式探索，设立“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研究生专项，把灵丘县作为重

要项目点之一。

为突破世界有机农业瓶颈性痼疾“有机

孤岛现象”，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胡跃高

等数十名师生先后长期驻扎灵丘县开展科学

研究。他们基于实践提出农业生产系统、乡

村社会系统和乡村地理系统整体有机化的

“全域有机农业”理论，采取“有机农业+美丽

乡村建设+生态旅游”模式规划，打造了“车河

有机农业社区”。

2019 年 9 月，山西省灵丘县举办车河国

际有机论坛，建成车河有机社区全景。

2018年，车河有机农业社区带动一个县、6

个乡镇、83个村全面脱贫，得到山西省各界投

资 3.5 亿元，新增与有机农业相关工作岗位

6000 个，并且学院专家队伍助力灵丘县完成

《山西省灵丘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2018—

2022年）》。2019年，在学校与大同市政府支持

下成立有机旱作农业产业研究院，组建10余名

一线教授研究队伍，深入灵丘县建设“有机旱

作农业研究示范基地”，依靠科技和人才力量，

支撑大同市发展壮大有机旱作农业产业。

经过多年的努力，灵丘县车河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 年 4 月退出贫困县

序列。

创新“三带三合”模
式，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多年来，农学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创新‘三带三合’模

式（‘党建带团建、党支部带团支部，党员带团

员’‘理论与实践结合、老师与学生携合、学校

与地方联合’），培养知农爱农人才，助力脱贫

攻坚。”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书记张远帆

表示。

据了解，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组织全国

院校力量，协同助力脱贫攻坚，高度重视发挥

全国引领作用。2015 年倡导成立“全国农学

院协同发展联盟”，自 2016年起牵头组织全国

50 所高校涉农学院连续 5 年开展“走进乡土

乡村助力精准扶贫”为主题的“全国农科学子

联合实践行动”。

据统计，五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师

生全员深入扶贫一线，共派出 60 余支社会服

务行动队，700 余名队员参与实践行动，本科

生 510 多名，硕博研究生 190 余名。实践地覆

盖全国 7 个省 9 个国家级贫困县 20 余个贫困

村，目前直接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老师占全

院的 50%以上。

张远帆表示，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坚持理

论育人与实践育人同向、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

同步、学科专业与脱贫事业同道，建立以社会

服务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和激励学院

教师积极参与扶贫人才培养、扎根一线主动助

力脱贫攻坚。打造了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队

伍，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优秀青年人才队伍，开创了高

校助力脱贫攻坚的“根据地”，形成持续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范式。

中国农大农学院：扶贫一线育知农爱农人才

贺建强手持枣
木菌棒向记者展示
向阳湾村种植的“枣
菇” 史俊斌摄

王佐正在深入基层进行教育扶贫调研 受访者供图

多年来，云南农大发挥科技优势，以“组建团

队、项目推进”方式，始终围绕一个产业、遴选一名

专家、带领一个团队、服务一个合作社、推广一项科

研成果、带动一批农民脱贫致富，为云南实施精准

扶贫、夯实乡村振兴基础交出了一份过硬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