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 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街接，持续发展壮大富民产业，调

动广大农户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的积极性，提升产业从业人员科技文化水平和管理

能力。在全区以推进粮、油、果、菜、薯、药等产业发展，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

和农机安全意识，促进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为目标，开

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依据

《中共天水市麦积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下达 2025 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麦农领组发〔2025〕1 号文件精神，结合麦

积区实际实施本项目。

二、项目要求及培训内容：

包号 培训乡镇 培训产业
培训人员数量

(人)

预算金额

（万元）

第六包
甘泉镇 果树、粮油、蔬菜 300

30

伯阳镇 果树 300

1、培训目标

通过系统的对农户进行果树、蔬菜、粮油、马铃薯、中药材等农业实用技术

培训，进一步提高我区粮油及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

和农业机械使用安全意识，为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2、培训对象

参训对象年龄原则上控制在 18-60 周岁，身体健康、有意愿发展果树、蔬菜、

粮油、马铃薯、中药材等产业的农户、现有种植户和参与今年农业产业项目实施

的农户，脱贫户和重点监测户优先参加培训。

3、培训方式

各培训机构要依据农业生产季节合理安排培训时间，结合农时开展培训。培

训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同时注重参训人员政治思想素养和科技文

化素质的提高。按照时间固定、地点固定、受训人员固定的形式进行严格管理。

优化组合集中学习、实习实训、讨论交流等培训方式，不断强化实习实训的操作

性，切实提高教育培训内容的针对性、过程管理的规范性、培训结果的有效性，

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率。培训结束后，根据培训内容和培训目标要求，组织学员考



核，考核合格后颁发《麦积区 2025 年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证书》。

4、培训内容安排建议（按培训对象需求可做调整）

（一）果品生产

果品产业重点以老果园改造提升、果园提质增效及标准化果园建设、果园防

灾减灾设施建设、奖补政策讲解等方面为主，涵盖老果园挖改及土壤改良技术、

宽行密植栽培技术、果树新优品种高接换优改良技术、幼龄果园套种大豆技术、

果园土壤有机质提升技术、果园树带起垄覆膜技术、果树行间种草（生草）技术、

果园高光效整形修剪技术、果园防灾减灾技术、苹果、葡萄、花椒、核桃、大樱

桃等丰产栽培技术；果园花果精细化管理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病虫害综合防

控技术、果园“两减一增”技术、果品营销、储藏保鲜、农业保险、苹果期货等

开展培训。

（二）粮油生产

粮油产业主要围绕小麦、油菜、大豆、玉米，重点以良种选购、新品种引进

及介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农业机械化种植、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治、

耕地保护等为主开展培训。

（三）蔬菜生产

蔬菜产业坚持以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激发与蔬菜产业发展政策解读、麦积区蔬

菜产业发展现状及主栽品种介绍、茄果类蔬菜夏秋栽培技术、麦积区食用菌产业

发展现状及主栽品种介绍、黑木耳高产优质栽培技术、蔬菜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

蔬菜储藏保鲜、菜蓝子工程保障供给等内容为主开展培训。

（四）马铃薯生产

马铃薯产业以马铃薯育种技术、马铃薯主栽品种介绍、马铃薯早熟高产高效

栽培技术、马铃薯产业经济分析、马铃薯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马铃薯冬季贮藏

管理、马铃薯中晚熟抗旱抗病栽培技术、加工型、菜用型、淀粉型马铃薯主栽品

种介绍及栽培技术等内容为主开展培训。

（五）中药材生产

中药材产业以主栽品种连翘、金银花、苍术、柴胡、黄芪、党参、板蓝根、

猪苓、冬花、红花、艾草等当地道地中药材为主，以全区中药材发展现状、存在

问题及对策、市场价格分析、主栽品种种植技术、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治以及中药



材初加工、储藏等开展技术培训。

（六）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主要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品牌建设（绿色、有机、

地标及甘味）、农业标准化生产（种植管理、投入品使用等）、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农残检验检测、合格证使用及农药管理使用等开展培训。

（七）农机安全

农机安全主要以农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农机消防安全及防灾减灾常识、农

业机械驾驶操作及维修技术、农机购置补贴及农机报废补贴、农业机械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等开展培训。

5、培训计划

计划在甘泉镇、伯阳镇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600 人。

6、培训机构及讲师的选择

中标培训机构要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从培训对象、培训时间、培训内容、

培训方式、教师遴选、教材选编、组织实施等方面，制定简单明了、操作性强的

培训计划，经区农技中心审核批复后实施。在教师的聘用上，注重选择具备相应

技术理论和实践能力的院校教师、科研推广机构专家、各类农业主体专业技术人

员或“田秀才”“土专家”“致富能手”等进行授课。

7、培训经费

培训经费为 2025 年第一批财政街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培训天数为 5

天，标准控制在每人每天 100 元（其中 70 元为培训费，30 元为参训人员的生活

交通补助费），培训费主要用于教师授课费、教材教具（耗材）费、学习用品及

印刷费等与培训相关的其他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8、工作要求

培训工作任务重、时间节点紧，中标培训机构要积极和相关镇衔接，做好调研和

培训需求的前期准备工作。中标培训机构要做到有培训台帐、有讲课教师聘书、

有培训记录、有培训讲稿、培训课程安排表和培训影像等过程资料。中标培训机

构法人是参训人员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做好培训期间的人身安全工作。培

训结束后完善好报账资料和培训资料整理、装订等工作，建立健全培训档案，做

好培训总结，管好用好培训资金，确保顺利完成各项培训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