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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近年来，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定制化等行业迅

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灵活岗位，成为稳就业的重要力
量。国家明确提出，鼓励个人利用社交软件、知识分
享、音视频网站等新型平台就业创业，促进灵活就
业、副业创新。

在这一大背景下，做好新职业培训工作尤为重
要。重庆博拉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博拉网络）高级
培训经理王茂燕，就是一名新职业专业培训师。她的
工作主要是帮助传统行业推行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实现转型，首先就要加强全员数字化赋能业务的
知识学习。”王茂燕说。博拉网络作为国内领先的企业
数字化服务提供商，积极融入国家战略的责任，培训新

一代互联网青年人。目前，她已在新媒体行业从业5
年，培训学生超1万人，帮助学员运营多个橱窗型和IP
型抖音账号。 通讯员 胡一凡 摄

“解决农业生产难题，是农技人员义不容辞的职
责。”刘帮银说。

刘帮银是合川区粮油发展指导站站长、科技志愿
者。多年来，他针对合川丘陵地区水稻生产难题，引
进了各种先进技术进行试验示范；为解决因劳力不
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难题，创新探索出了丘陵地
区水稻轻简化栽培集成技术，显著提高了水稻生产作
业效率，有效推进了丘陵地区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生
产，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水稻生产实现轻简化

1983年，刘帮银从南京农学院土壤农化专业毕业
后回到家乡合川，在合川粮油发展指导站开展农业生
产技术宣传培训和科普推广工作，一干就是近40年。

水稻是合川的主产作物，产量占全区粮食总产量
的近一半。在长期的技术推广工作中，他先后引进试
验示范，推广了水稻半旱式栽培、稻田半旱式养鱼、半
旱式稻田稻草种植蘑菇等先进技术。在实践中他也
发现，不管这些技术如何先进，其操作程序都存在复
杂、不好掌握的问题，在丘陵地区水稻生产中难以实
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

工作伊始，刘帮银一直潜心思考和探索如何将水
稻育秧阶段的“耕地、耙田、开厢、平田、播种、盖膜”和
水稻移栽阶段的“耕地、耙田、施肥、起秧、运秧、插秧”
等繁重而复杂的操作工序进行简化。经过多年来的
创新探索、试验改进，他发明了喷气播种机和稻田沟
厢复式播种机，为水稻轻简化栽培提供了最直接简便
有效的装备，将传统水稻育苗移栽的十二道生产工序
简化成了“耕地”和“施肥旋耕开厢播种一机作业”二
道操作工序，实现了水稻生产轻简化。

试验成功后，刘帮银又在高粱、油菜作物上进行
了示范推广，得到了种植业主和农户的广泛接受应
用。

2016年以来，合川区累计示范推广水稻轻简化栽
培技术7万余亩，实现节本增收1100余万元，减少化
肥使用4.2万公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高效高质“两手抓”

为探索出水稻高产优质的新路，刘帮银仔细翻阅
资料，分析研究合川一年四季气候特点，开始了寻找
水稻高产优质之路。

通过分析研究，刘帮银发现合川秋季温光资源较
为丰富，昼夜温差较大，有可能是合川水稻提质增效
的潜在资源。于是，他开始了中稻晚播的试验示范之
路，通过几年的试验示范和推广，终于探索出了中稻
晚播轻简化栽培技术，在合川水稻种植大户中得到了
推广应用。

中稻晚播，日均温、日均日照时数增加，日均降雨
量下降，能显著改善精米率、整精米率、垩白粒率、垩
白度、碱消值、胶稠度等水稻品质性状。同一品种的
稻米品质普遍提高一个档次，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

2019年以来，在水稻种植大户中累计示范推广
0.82万亩，平均亩产518公斤，比大面积中稻亩产量略
有增加，每公斤高0.2元，亩均增加纯收益100余元。

受气候条件限制，合川大多数稻田只种植一季中
稻。为了充分利用秋冬季温光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

和产出率，刘帮银利用创新发明的喷气播种机和稻田
沟厢复式播种机，开展了稻田“稻—油”连作轻简化栽
培技术试验示范，让稻田轻松实现了水稻、油菜连作
轻简化栽培，显著提高了稻田产出率，为低海拔丘陵
地区粮油产品保供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仅2021年
就集中成片新增了万余亩“稻—油”连作，新增油菜籽
产量1200余吨，创收7000余万元。

推动粮油生产现代化

粮油技术推广工作怎么抓？如何推？刘帮银体
会到这样几点：抓好农技人员的服务能力培养，充分
发挥大户的领动作用，抓好镇街集中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联动作用。

为此，刘帮银每年都要组织镇街农技人员集中技
术培训和现场观摩交流学习，让技术人员既懂理论，
更会实际操作，大大提高了农技人员的服务水平和服
务能力。

在每年农作物生产关键环节，刘帮银都要组织种
植大户进行集中培训和现场观摩操作培训，组织大户
之间相互开展经验交流学习，取长补短，促进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特别是水稻、高粱、油菜规模种植大户，
都能熟练运用轻简化栽培技术，种植规模和规模种植
业主都不断得到扩大。

“在做好各类培训的基础上，动员组建农机社会
化服务联合体，为粮油生产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合
川负责农业的有关领导介绍，在刘帮银的指导下，合
川成立了2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每年为合川粮
油生产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3万亩以上，有效解决了
农村劳动力不足和生产水平不高等问题。

有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保障，合川粮食总产量
长期稳定在70万吨左右，是重庆第一产粮大区。合
川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单位”。

刘帮银：用技术保障粮油稳产丰产
通讯员 张雷蕾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焦的重点，是要通过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颠覆
性技术等方面的突破，支撑科技强国、航天强
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
目标的实现。 ——李哲

（李哲，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
创新理论研究所所长）

未来，我国月球探测任务将携带类似的雷
达“透视眼”着陆于月球南极，这将为全面研究
月球表层不同地质单元的非均匀性提供更多可
能。 ——黄少鹏

（黄少鹏，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教授）

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仅要加强统筹谋
划，对重点领域、基础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布局，
也要对各类创新主体进行有效引导，发挥国家战
略科技任务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充分调动和集成
各类创新资源。比如，通过构建国家实验室等方
式，补上创新链条的关键和薄弱环节，提升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 ——陈宝明

（陈宝明，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
心副主任）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自2020年7月
31日正式建成开通以来，运行稳定，服务性能稳
中有升，全球范围定位精度实测优于4.4米，亚
太地区性能更优，为全球用户提供优质可靠的
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时空基石。 ——冉承其

（冉承其，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

刘帮银，合川区粮油发展指导站站长，合
川区现代粮油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评“全国基本农
田保护先进个人”“全市粮食生产先进个人”
“合川区科技拔尖人才”，2022年被评为合川
区“最美科技工作者”。

王茂燕：大力培训
新职业从业人员

5月16日，在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长庆镇会议室，
台湾青年詹竣杰与台湾“见学馆”团队负责人许俊雄通
过视频连线交流“李果观光工厂”落成典礼安排。

5月16日，绵绵细雨中，来自台湾台中的“90后”建
筑设计师詹竣杰，来到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长庆
镇的“李果观光工厂”项目工地，查看工程进度，与当地
干部讨论优化设计方案。这个他用心设计的李果观光
工厂落成后将成为当地李果产业生产展示、旅游休闲
的综合平台。

詹竣杰与福建乡村结缘于2019年。当时，已在大
陆工作的他偶然结识了台湾“见学馆”团队负责人许俊
雄，开始参与到大陆乡村振兴的项目中来，在福建广袤
的乡村田野上施展青春才华。

长庆镇是詹竣杰乡村逐梦的开端。在福建省出台

的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相关措施推动下，詹竣杰与其他
两岸青年一起，将长庆镇农技站升级改造成集农产品
展示、电商培训、两岸青年创意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综
合平台，并依托当地花生、李果、蜂蜜、毛竹等特色产业
创立“长庆严选”品牌。

在长庆镇产业活化、乡村振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詹竣杰随台湾“见学馆”团队还来到福建南平市延平区
茫荡镇三楼村、光泽县司前乡干坑林场和宁德市屏南
县屏城乡前汾溪村等地，结合当地特色产业、传统建筑
和其他文化资源，开展更多两岸融合乡创乡建项目。

两年前，詹竣杰成立了一家文化创意设计有限公
司，事业发展的同时，詹竣杰还在大陆收获了爱情。

“福建广阔的乡村和浓厚的文化底蕴让我着迷，也
给了我更广阔的舞台。”詹竣杰说。

詹竣杰：逐梦希望的田野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