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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质量发展质量发展 新新实践实践

氾水镇成庄村村民王益民于2005年接触
农机维修工作，从一名农机维修工做起，用匠
心守初心，服务新农村。2024年3月，他入选
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名录，成为扬州
市唯一入选的农机手。“我是一名农机维修
工，找我维修农机的农民很多，加之智能农机
越来越多，找我进行技术指导的农民也多
了。每天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农民朋友通
过我的技术指导，能熟练安全地使用现代化
智能农机具，我感到很开心。”5月23日上午，
提及农机维修服务，王益民这样说。

2005年3月，从南京汽修学校毕业的王益
民开始接触农机维修工作。王益民谦虚好

学，主动拜人为师，很快熟练掌握了农机维修
的技术要领。他发现拖拉机等农机的设备存
在油耗过大、成本过高的问题，于是，他深入
了解农机设备的性能特点，通过对节油阀进
行改进，彻底解决了农机高消耗高成本的难
题。他还把调试结果与其他农机手分享，为
广大农机手每天节约用油成本上百元。

王益民爱动脑筋，日积月累，形成了一套
自己特有的修理方法。“通过看、听、闻等方
式，可以快速诊断出农机存在的很多问题。”
王益民说。由于维修技术过硬，2018年，他荣
获扬州市第五届技能大赛二等奖，并被扬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扬州市技术
能手”称号。

在我县，种田大户如果需要修理农机，第
一时间便会请王益民上门维修。射阳湖镇刁
夷村六组种田大户殷茂珍与王益民打交道有

10年时间。这些年，家里农机具只要出问题，
殷茂珍就打电话给王益民，王益民会带好相
应配件到场维修。去年秋天的一天夜里，殷
茂珍家里的条播机正在播种时突然出现异
常。王益民接到电话后，连夜从县城赶来，及
时将条播机维修好。殷茂珍说：“当时天要下
雨了，如果条播机修不好，140多亩地播种难
度就会加大。关键时刻，王师傅帮了大忙。”

作为一名农机维修工，王益民推广智能
农机更是立下了功劳。“我县大型拖拉机1300
台左右，新型收割机1100台左右，自走式植保
机 300 台左右，智能植保无人飞机 700 台左
右，智能插秧机400台左右，大型智能条播机
400台左右。”王益民“一口清”报出了我县目
前在用的农机具家底。原来，全县农机手购
买新式农机具，都要把农机维修工王益民请
到位，请他安装调试， ▶转2版

王益民：全国农机“土专家”技能助农富一方
□记者 刘延龙 通讯员 杨学丽

自2021年底我县与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
确立结对帮扶关系以来，两地强化组织领导，
加大产业就业、教育医疗、文旅融合、乡村振
兴等方面协作，在感情上互联互通、思路上互
学互鉴、发展上互帮互促，有力谱写了跨越山
海、携手并进的“宝玛故事”。尤其是在今年5
月，我县与玛多县两乡两镇实现结对共建全
覆盖，推动两地从“短期帮扶”到“长期助跑”
的关系转变，为探索打造双向奔赴、“东成西
就”的苏青协作新样板夯实了基础。

前不久，玛多县党政代表团来我县考察，
两地党政代表团已连续三年开展交流互访，
召开苏青协作高层联席会议3次。在前期西
安丰镇、广洋湖镇分别与玛多县扎陵湖乡、玛
查理镇结对共建的基础上，5 月 14 日，氾水
镇、望直港镇分别与玛多县花石峡镇、黄河乡
签订了结对共建框架协议。至此，我县与玛

多县两乡两镇实现了结对共建“全覆盖”。此
外，玛多县玛查理镇嘎丹村还与广洋湖镇白
鼠村签订了结对共建“1+3+X”协议，携手打
造苏青协作乡村振兴“示范村”；县人民医院
与玛多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国际学校与玛多
县民族寄宿制中学、城建集团与玛多县黄河
乡果洛新村分别签订了卫生、教育、村企对口
帮扶协议，积极落实“三结对”任务。接下来，
两地还将持续扩大结对覆盖面，探索“组团
式”结对模式，推动更多部门、镇区、村企、学
校、医院建立协作关系。

在玛多县农特产品宝应形象店内，各类农
副产品琳琅满目，深受我县消费者欢迎。我县
通过产销协作，推动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认
购玛多优质畜产品，并创新设立“玛多县农特产
品宝应形象店”，探索消费帮扶新路径。下一
步，还计划再铺设多个销售点位，促成玛多畜产
品进宝应农贸市场销售，优化消费帮扶渠道资
源。此外，我县还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加强对玛
多县的爱心援助，包括向玛多县医疗机构捐献

紧缺物资、全力支援玛多县民族寄宿制中学校
园重建、向玛多县贫困学生捐赠御寒衣物、为玛
多县民族寄宿制小学援建多媒体教室等。

近年来，我县还与玛多县多元化加强产
业协作。在特色农业上，深化我县农产品深
加工产业链和玛多有机农畜资源的“双向奔
赴、优势互补”，汇润农业集团与玛多三湖一
碑企业签订了结对协议并举办了青海农产品
产业推介会，我县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和电商
平台将与玛多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合作和产
销对接。在劳务协作上，针对玛多县未就业
劳动力现状，结合全县企业产业特点，两地进
一步深化劳务协作，建立务工需求和岗位供
给“两张清单”的精准对接机制，积极帮助解
决玛多“就业难”问题。今年，我县还创新了
劳务协作形式，通过在抖音平台开展玛多劳
务协作专场直播招聘会，吸引了两地众多求
职者参与。在文旅融合上，创新“宝应搭台、
玛多唱戏”形式，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推、客
源互送、市场互通。

6 月 10 日，开发区联合村
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周恩来少年
读书处、朱氏家祠、夏凤山烈士
纪念馆等场馆，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筑牢廉政思想防线。

陈瑞军戴宝华 陈瑞兴 摄

我县与玛多县实现从“短期帮扶”到“长期助跑”转变——

谱写跨越山海“宝玛故事”打造“苏青协作”生动样板
□通讯员 潘建俊 徐莹莹

全县“三夏”机械化生产现场会举办——

加快农机智能化绿色化推广应用步伐
本报讯（记者 房恒韬）为扎实做好“三夏”农

机化生产工作，加大小麦机收减损技术推广力度，
高效规范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项目，近日，县农业
农村局在夏集镇郭桥村举办全县“三夏”机械化生
产现场会，进一步提升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加快
农机智能化、绿色化推广应用步伐。

现场会上，县农业农村局农机技术人员围绕
小麦收割、机械化全量秸秆还田、机械植保、施肥、
插秧等夏收夏种全过程，向参会人员讲解演示了
稻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小麦机收减损、水稻机械
插秧同步侧深施肥、高效植保机械作业等相关技
术和要领。

“三夏”生产期间强降雨、高温等灾害性天气
频发，抢晴收种对守牢丰收成果至关重要。县农
业农村局动员各镇区务必增强政治站位，把“三
夏”工作摆在当前农业生产的突出位置，立足抢收
快收，加强机具组织调度，做好机收作业供需对
接，科学调度跨区作业机具，落实农机绿色通道政
策，及时协调解决农机运转、机手作业、零配件和
燃油供应等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收获进度，做
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还田一块，确保颗粒归
仓。加强农机手作业指导服务，提醒做好高温防
范工作，确保安全作业。全力以赴把秋粮种足种
好，加强农机检查，确保作业安全。压紧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充分发挥农机监理员、村级协管和专职
网格员“三员”联动机制作用，紧盯机械收割、秸秆
还田、粮食烘干等重点作业环节和场所，▶转2版

本报讯（记者 苗培欣 翟晨）
6月12日，我县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刘亚俊赴南京捐献造血
干细胞，成为我县第 8 名、扬州
市第 70 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于祝君出
席欢送会。

刘亚俊是泾河镇张桥村一
名90后村干部。他于2019年加
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库，2023年
12 月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
功，今年2月进入高分辨检测，3
月体检合格。接省红十字会通
知，6 月 12 日，刘亚俊赴宁捐献
造血干细胞。

欢送会上，于祝君代表县
委、县政府对刘亚俊的捐献义举
致以崇高敬意，对刘亚俊亲属全
力支持捐献表示感谢，并祝福他
在南京捐献造血干细胞期间一
切顺利，胜利归来。

于祝君表示，造血干细胞捐
献工作是一项“生命工程”和“爱
心事业”，它与无偿献血一样，对
于挽救生命、促进精神文明、构
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他
要求，要科学做好志愿者捐献
前、中、后的服务保障工作，确保
顺利完成此次捐献；要利用多种
形式大力宣传志愿者典型事迹，
进一步营造关爱生命、帮助他人
的良好社会风尚；要以此次捐献
为契机，进一步做好造血干细胞
捐献的知识普及，让更多的人了
解捐献的安全科学、无损健康，号召广大民众投
身到公益志愿者队伍中来，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伸出援助之手。

记者了解到，我县从 2003 年开始启动造血
干细胞血样采集宣传活动，每年以新增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 120 到 150 的人数稳定增长，队伍逐年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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