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0日，顾客在肥西县上派镇彭圩

村的兰君园艺蝴蝶兰种植基地内与鲜花

合影留念。 春节临近，肥西县各大花市

迎来销售旺季，顾客在基地内挑选鲜花，

工人们正在对花卉进行修整、组盆、打包

出售。据了解，现今肥西县苗木花卉种

植面积达 33 万亩，拥有花木经营户 2 万

多户，专业经纪人3000余人，年交易量超

7亿株，销售额高达40多亿元。

通讯员 陈家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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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去成熟核桃的青皮，最容易把手指染黑，

而如何处理大量青皮垃圾又令人发愁。最近，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简称西农）一项科技创新让昔

日的废弃物核桃青皮，变成了有价值的抑菌洗手

液、果蔬保鲜剂和染发剂。

目前，我国核桃产业存在核桃青皮体量大、

规模化和高值化利用程度极低、污染环境严重等

问题，仅有不到1%的青皮被晒干作为燃料或中

药（青龙衣），大量青皮在产区或集散地被随意丢

弃在田间地头或垃圾场。核桃青皮含有化感物

质，腐烂后进入水体可造成鱼苗死亡，进入土壤

可抑制庄稼生长。

西农

果蔬贮藏

与加工团

队罗安伟

副教授带领课题组经过近三年的技术攻关，在

“核桃青皮活性物分离制备及产品开发”中取得

了多项创新成果。他们创建的适宜规模化生产

的核桃青皮热泵干燥初加工技术，解决了从地头

到工业化生产的技术难题，该技术比传统热风干

燥效率提升53%，节能降耗46%。

尤其是与杨凌核盛辐照技术有限公司合作

构建的电子束辐照预处理耦合超声波提取核桃

青皮活性物关键技术，一举解决了核桃青皮活性

物高效分离难题。通过该技术提取的总多酚、总

黄酮和总三萜分别为每公斤21克、38克、15克，

较传统分离手段至少提高了14%，其中总黄酮的

获得率提高了近43%。

他们从核桃青皮提取物中分离制备了20个

活性单体化合物，进一步研究证明，其中的木樨

草素、绿原酸和胡桃醌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蜡样芽孢杆菌和单增李斯特菌具有高效抑

菌作用，儿茶素和金丝桃苷对α-淀粉酶和α-葡
萄糖苷酶具有抑制效果，金丝桃苷和熊果酸对胰

脂肪酶和胆固醇脂酶具有抑制效果。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开发出核桃青皮抑菌洗

手液、果蔬保鲜剂和染发剂3个天然植物型产品，

同时制定企业标准3项；与陕西嘉禾药业有限公

司联合开发出的核桃青皮提取物产品目前已出

口美国、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家。

由核桃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核桃产业首席

专家裴东担任组长的专家组认为，此项研究成果

为核桃青皮废弃物的产业化应用提供了技术支

持，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其中电子束辐照预

处理耦合超声波提取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靳军 童静 胡明宝）
【科技成果】

科技赋能让核桃青皮变废为宝

把农民的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淮北市

积极探索以农民为主体、以需求为导向的“田

间学校”，为乡村振兴培育一支用得上、干得

好、留得住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截至目前，该

市建成濉溪县五铺农场、相山区富安家庭农

场、杜集区乐土家庭农场等9所农民“田间学

校”，培育高素质农民6790人。去年，该市开设

农民“田间学校”的做法入选农业农村部发布

的全国高素质农民培育典型案例。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

“2022年石榴大丰收，还卖上了好价钱，这

与区农业农村水利局举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育

分不开。”谈起去年的收益，淮北市烈山区烈山

镇榴园社区石榴种植户宋兴宝如是说。

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技术，老宋家的石榴

种植收益一直不高。宋兴宝和部分石榴种植

户在烈山区烈山镇塔仙专业合作联社“田间学

校”参加培训，更换了部分石榴树品种，选择了

品质好、产量高、抗逆性好的石榴苗，并开展绿

色种植。随着石榴品种和质量的提升，线上线

下联系他买石榴的顾客络绎不绝。去年，他家

仅卖石榴的收入就有20多万元。

在淮北，通过创办“田间学校”，越来越多

的农民在“田间学校”学到了真本事，并奔上创

业致富之路。

为培育新农人，该市成立市级高素质农民

培育领导小组，整合市、县（区）、镇（街道）、村

（社区）四级农业服务机构，调动科技、教育、市

场等社会多元力量参与，打造一主多元、四级

贯通的“田间学校”培训机构；采取公开招标模

式，遴选新育才职业学校等7家培训机构，培训

机构会同农业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以

联合办学方式，建设以试验站、合作社为载体

的“田间学校”实训基地，定期邀请266名科技

特派员、农科院专家等现场授课。

据介绍，淮北市对“田间学校”实行统一挂

牌、统一编号，使用农业农村部统编教材，每期

至少聘请1名省级师资库成员授课；整合农业

农村、教育、科技、人社、群团等部门力量，举办

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试点开展农民职称

评审，推动“田间学校”建设标准化、规范化。

有的放矢紧贴需求

“田间学校课程设置科学，授课形式多样，

很受欢迎，教室里经常一座难求，院里还要坐

上几排。有时，专家还把课堂设在田间地头，

引导学员畅谈心得体会，教学更直观，互动性

更强。”濉溪县周末家庭农场“田间学校”负责

人李跃楠说。

据了解，农民田间学校既注重培育经营管

理、专业生产、技能服务等“实用型”人才和省

级农业经理人、现代青年农场主等“领军型”人

才，也鼓励订单式培育“紧缺型”人才。

如何设置田间学校的课程是大学问。淮

北市坚持贴近市场需求、对接农户诉求，设置

政策法规、经营管理、专业技能课程。市级层

面上好政策宣讲课；县（区）、镇（街道）聚焦大

棚管护、电商营销等内容，开设“一事一训”培

训班，提升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县（区）、镇（街

道）、村（社区）根据农业生产周期和农时季节，

分段安排课程，推行送教下乡，注重实践技能

操作，提升农民专业技能。

据了解，淮北市用好“四个”课堂——以培

训机构为主体建设“固定课堂”，依托实训基地建

设“田地课堂”，用好农业科教云平台等建设“线

上课堂”，开展送教下乡建设“流动课堂”，实现线

上线下、教学实践有机融合。目前，全市培育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12人，各类技术能手、管理人才1069人。

淮北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谁承担、谁负责”原则，该市将农民田间学校

建设纳入乡村振兴考核，随机抽查教学实训成

效，严格项目资金验收，构建培训机构闭环监

管机制，培训合格率和农民满意度超95%。

此外，淮北市还完善教育培训、技术推广、

创业支持等服务机制，组织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产业发展带头人、种养加农业劳动者等高

素质农民参加安徽农交会、秸秆博览会等2000

余人次，推动基层农技人员结对帮扶1301家农

业经营主体、300余家县级以上示范合作社和

示范农场。

成果转化活力迸发

“‘田间学校’是一种新兴的农民教育培训

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以农民为中心，以田间为

课堂，组织农民现场教学，参与分析、研究和解

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并共同讨论、分享成

果。”濉溪县五铺农场相关负责人说。

濉溪县五铺农场农民“田间学校”成立以

后，不管是在带动周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从事良种繁育、农机服务，还是在带动周

边农户种植优质品种粮食、发展大棚种植上都

发挥出积极作用。

兴办农民“田间学校”，一方面促进农业生

产效益提升，推动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另一

方面培育了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村

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打造“段园葡萄小

镇”“香飘濉溪·菊会四铺”“四季榴园”等特色

小镇品牌，建设了“百莲百荷”等田园综合体，

激发了乡村振兴新动能。

“田间学校”发挥联农带农作用，推动农民

不断更新知识观念，掌握更多先进技术，在乡村

兴业创业。2022年，淮北市经营管理型高素质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超3.5万元，是全市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近2倍；村集体经济总

收入15225.7万元，同比增长48.25%，50万元以

上经济强村120个，同比增长76.47%。

值得关注的是，淮北市通过整合土地、金

融、医保等支持政策，累计投入奖补资金1036万

元，撬动社会投资近4000万元，搭建农业技术

转化平台，支持高素质农民学以致用，创办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示范项目立项。目前，全市

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1664家、家庭农场8817

家，其中省级及以上示范农民合作社43家、省级

示范家庭农场88家。 （通讯员 郑言）

“田间学校”培育高素质农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

政部、自然资源部等11部门

近日印发《农房质量安全提

升工程专项推进方案》，要求

到2025年，农村低收入群体

住房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农

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任

务全面完成，存量农房安全

隐患基本消除，农房建设管

理法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农房建设技术标准体系基本

完善，农房建设质量安全水

平显著提升。

方案提出了七个重点任

务，包括继续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深入推进农村房屋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农房

建设管理法规制度、建立农

村房屋建设管理长效机制、

提高农房建设品质、加强乡村

建设工匠培育和管理、推进农

房建设管理信息化建设。

在农村危房改造方面，

要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和更

新机制，精准识别农村低收

入群体等6类重点对象，建

立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

动态监测机制和住房安全保

障长效机制，及时支持符合

条件的对象实施改造。

在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方面，要以用作经营

的农村自建房为重点，深入

推进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整

治，指导各地细化分类整治

措施，按照“谁拥有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的要求，引导

产权人或使用人在有效管控

安全风险基础上，通过维修

加固、拆除重建等工程措施，

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在建立农村房屋建设管

理长效机制方面，要充实基

层监管力量，依托乡镇既有

管理机构，实施全过程一体

化统筹管理。完善农村房屋

建设管理机制，按照“谁审

批、谁监管”的要求，落实审

批部门监管责任，通过部门

联动实现农村房屋建设闭环

管理。 （王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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