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李建辉——“育苗小伙”的大棚梦

李建辉，男，2016 级杨凌绿色食品与检验专业村干部学历班学员，五泉镇

王上村的种植大户，主要搞育苗。建设初期，李建辉只有两个育苗大棚，育苗规

模比较小，收入低。虽然，前几年的摸爬滚打让他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在科学

育苗知识、关键技术环节控制以及经营管理方面仍是李建辉的短板和缺项。育苗

棚常常因连续低温弱光、病害防治不及时、施肥浓度高等原因出现死苗、病苗、

烧苗等现象。

为了取得更多育苗技术，实现育苗致富梦，李建辉报考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经过三年的半脱产教育，在 2019 年取得大专学历毕业证书。三年来，通过专业

学习、线下指导、技术培训等方式，他很快掌握了育苗关键技术。他将大棚构造

改造、温光调控、基质消毒等技术用于自家育苗大棚上，并在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专家的指导下，开展了科学育苗。这些措施不仅大大减轻了苗床病虫害的发

生，种苗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之后，他将育苗大棚由原来的两个增加到五个，

并将上学期间学习的市场经营、电子商务课程知识运用到苗子的销售上，开启了

订单式生产模式，苗子销路由杨凌地区扩大到了周边市县以及甘肃等省市，一个

季度他培育出各类种苗约 80 万株，利润达到了 30 万左右。目前，“育苗小伙”

李建辉逐渐成为村里育苗方面小有名气的专家。他下一步将不断更新先进的育苗

技术，提升苗厂设施，继续扩大育苗棚，实现大棚梦。

2.刘建林——脱贫攻坚里的“大人才”

刘建林，男，2017 级眉县园艺技术专业职业农民班学员。任眉县汤峪镇楼

观塬村党支部书记。学习期间，脱贫攻坚的工作重任依旧在身，刘建林在农学结

合、线上线下结合、校内与田间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势下，灵活开展扶贫工作，并

将在农民大学中学到的知识、技能和专家资源应用其中。

在积极考察学习、向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专家教授交流取经后，最终确定了楼

观塬在坚持发展眉县主导产业猕猴桃的同时发展嵌入式特色林下产业，种植中草

药，将楼观塬贫困户与新型产业相结合，并建立起稳定长效的增收机制，既促进

了楼观塬村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又实现了贫困户稳定增收，产业脱贫工作亮点纷

呈、成效显著，逐渐走出了一条以中药材种植带动农户摆脱贫困、共同富裕、同

奔小康的产业扶贫发展之路。



刘建林逐渐成为村民口中的“大人才”。5 年前，刘建林是眉县从农村实用

人才队伍中挖掘培养的第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现在，刘建林成为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先进典型，先后多次被市、县评为脱贫攻坚先进村党

组织书记。

3.路向爱——夫妻学员的典范

路向爱，女。富平县薛镇乡盘石村的苹果种植大户。目前自建的苹果园面积

126 亩，栽培有瑞雪和瑞香红两大新品种。

再次踏入学校学习，来源于丈夫的影响。五年前，由于我们从事农业时间不

长，知识经验储备不足，面对眼前的苹果园常常束手无策，也曾十分迷茫。但后

来丈夫紧跟农业新政策步伐，报考上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名杨凌职院首

批的职业农民班学员，每次他从学校回来，无论是在谈及果树管理技术，还是未

来农业发展的前景，都让我看到了发展农业的信心和希望。看着他成为最早的一

批农民大学生且收获满满，我也暗暗下决心，不甘落后，不由的产生了进入杨凌

职业技术学院学习的想法，复习应考，幸运的成为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017 级农

业生物技术专业职业农民班的一名学员。

三年来，通过学院对我们进行的专业的理论培训、实践操作、网上技术培训

等，我和其他学员掌握了许多技能，如苹果树的病虫害防治方法，枝条的修剪技

术，水肥一体化的运用。这些接地气的技术都是我在果园管理方面最缺的知识。

除此之外，结合当前我国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学院还为我们开设了互联网+电子

商务的培训和学习，这为我们以后线上线下进行苹果销售提供了技术及平台支持。

三年的学习，在老师和其他学员的陪伴下，我们夫妻二人共同学习，共同进

步，学习到了许多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不仅顺利毕业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大专学历，

夫妻两人还都得评为高级职业农民。我非常高兴，杨凌职院的学习不仅让我圆了

大学梦，更让我掌握了发家致富的本领。

毕业后，我和丈夫不忘学习初心，俯下身子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扩大了果园

规模，创办家庭农场，科学经营管理，发挥传帮带作用，多次给村里及周围农户

进行耐心传授技能，还组织村里贫困户、低保户在自家家庭农场务工，帮助他们

脱贫，如今家庭农场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上了一个大台阶。

4.万传慧——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万传慧，女，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村干部班 2017 级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

毕业生，现任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杨陵区李台街道阳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2018 年被司法部评为“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2021 年被中共中央授

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自 2002 年进入阳光社区工作以来，万传慧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

无私奉献。入学前，她就是社区居民心中的“活地图”，是温暖人心的“知心万

姐”她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尽管工作成绩突出，勤奋好学

的她却不满足于此，她坚信只有继续学习深造，提升自身素质，才能在服务群众

的第一线交出更满意的答卷。她牢牢把握在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村干部学历提升班

的学习机会，经过三年的潜心研读，万传慧的精神世界更加富足，眼界更加宽阔，

思路更加清晰，创新力进一步凸显。

工作中，她坚持以党建工作为核心，积极探索城市党建有效治理模式，推进

“智慧党建”，开展“党员示范户”创建活动，建立党员包联网格机制和以社区

党员为主体的应急值守机制，将党员作用发挥有效嵌入社区网格，做实党建共建

联合会，形成“有效联动、齐抓共管”的城市党建工作格局。她以志愿服务为载

体，打造特色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动员社区党员、志愿者和居民共同参与经济社

会事务管理，常态化开展“健康星期六”义诊、暑期托管、免费理发等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及传统文化活动，深受群众欢迎，居民参与度不断提高，有效凝聚了人

心，增强了合力。她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秉承“便民、务实、高效、廉洁”的服

务宗旨，创新开展“微心愿”圆梦活动、24 小时“菜单化”个性服务、社会治

理积分制管理、“一元爱心就餐”等活动及举措，有效解决了社区居民在社会服

务、妇女就业、社会治理、老龄事业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存在的难点问题，

以实际行动提高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受到社

会的一致好评。

在万传慧的带领下，阳光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进社区”、“全国科普示

范社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社区”、“陕西省慈善示范社区（村）”、“陕西省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省级四星社区党组织”、“陕西省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



5.徐群科——做人民满意的“村干部”

徐群科，男，2016 级杨凌绿色食品与检验专业村干部班学员，原是杨陵区

李台街道办西苑社区党委副书记，上学期间，他参与了西苑社区建设项目，当时

的徐西湾村自主拆迁改造是他绞尽脑汁思考的大难题。在学习中，他发现课程里

就有园林规划，于是在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任课老师的指导和建议下，徐群科对徐

西湾城中村的自主拆迁改造有了新想法，对如何修建车库，如何合理规划安置小

区结构有了新规划，最终通过精心的筹备和独具匠心的规划设计，终于这一大难

题得到了解决，徐西湾村的群众也都赞不绝口。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农民大学三年的学习不仅让徐群科工作思路更加明晰，

也让他积累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因工作负责、业绩突出，他于 2017 年 3 月到李

台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调任李台街道非公企业下派党组织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充

分发挥先锋带头作用，积极组织各类非公党建活动。目前，徐群科任李台街道商

会党总支书记。

6.张文龙——种植农民向服务经营型职业农民的转变



张文龙，男，2017 级富平农业生物技术专业职业农民班学员，陕西柴桑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之前属于生产型职业农民，基本只专注于生

产环节。如何从原来单纯的种植户向服务经营型职业农民转变，是他在职业农民

学历教育培育班的学习中开始思考的问题。

自 2017 年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培育以来，他的身份也逐渐从传统单

一的种植户，转变成一个集粮食种植、施肥、采收、生产、加工、销售一肩挑的

服务经营型职业农民。他能吃苦，敢为人先，靠勤劳和智慧走出了一条生态农业

致富的成功之路，并热心帮扶相邻、辐射带动周边，成为大家敬仰和爱戴的人。

目前，他经营的这家公司位于陕西省富平县，自主经营土地 500 余亩，并与

甘肃、青海、内蒙、陕北及关中当地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签订了优质小麦、

玉米及杂粮的种植与收购合同，保证了原粮的绿色和安全。此外，引进国内最先

进的石磨加工面粉设备，经低温、低速、精细研磨、充分保留了小麦、玉米和各

种杂粮作物的色、香、味和营养成分，全程无任何添加。

7.李保江-----特聘农民农技员

富平县田野园家庭农场负责人，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七零后的他从小

就经历着父辈们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劳而薄收的凄苦劳作。后来做了很多生意，

赚了些钱，但一直没有忘记农村。

2016 年投资 100 多万成立了富平县田野园家庭农场，主要以种植黄花菜，

和绿化苗木为主。然而由于缺乏管理技术，自身经验不足。导致投资三十万元收

购加工的黄花菜品质得不到保障，销售问题难上加难。投资的绿化苗木由于考察

不实，盲目跟风种植，栽种的绿化苗木根本也没有销路，接二连三的失利使他一

度陷入了困境。

2017 年在农业有关部门的推荐下，他考取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重新走进

学校，成为一名职业农民班学员。在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的学着关于农业的各

方面知识，在各位代课老师的帮助下，他亲身体会到了知识技术的重要性。不仅

在课堂上学习到了丰富的理论知识，更是在课外实践，课外实体参观中加强了实

践操作，开拓了视野。使他思路清晰，眼界开阔，他觉得干农业做一产种养，投

资大，期限长，风险高，要致富必须要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之路，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能延长产业链，才能最大化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降低风险。



通过学到的技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他在种植自己流转土地的同时，收

购周围村民的农产品进行加工，包装，销售。通过不懈努力，现在田野园家庭农

场有二十多种产品远销全国各地。他还在农场做起了农技培训和农耕研学教育，

农技培训使周围的村民能够更好的掌握劳动技术，农耕研学教育使城里的孩子们

走进农田，亲身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让孩子热爱劳动，热爱农村。他真真正

正做到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

2020 年销售额突破了五百万元，他的农场也被评为了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被富平县科协定位为科技培训基地，被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定为课外培训基地。他

也被评为高级职业农民，还被县农业部门聘为特聘农技员、农村致富带头人。2021

年还参加了全省的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的启动仪式，受到了省厅领导的

表扬。

李保江高兴的说，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三年学习不但圆了我的致富梦，还圆

了我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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