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头送技奔走忙
在清远市阳山县农业科技推广服务

中心里，李宇苗的办公桌前并未有她的踪

影，原来她又下乡与农户接触，向他们了

解生产情况、需求及困难。“他们的反馈有

助于检验我们推广工作的成效。”作为服

务中心的主任，李宇苗平时的工作内容主

要是把最新的农业技术落到实地，把适合

当地发展的新技术、新品种发掘出来，并

快速向农户推广，配合政府对农业的指

引，引导农户向绿色农业发展。所以需要

她频繁地到当地的农民家中走访、

指导，并给农户示范种植。

李宇苗把自己比做是农户

们的“信息处理器”，“如

今农户获取信息的途径

多了，内容也丰富了，但

是他们未必能甄别出有

用的信息，我们作为农

技推广部门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提供信息服务，

帮他们选择适合的产品

和生产技术。”李宇苗所

在的服务中心会定期发

布适种品种信息、施肥

配方、病虫情报等内容，

让有用资讯先行以网络

方式被农户们接触到，再通过像

李宇苗这样的专家入户走访、现

场示范指导，为农户提供更进一

步的服务。“最近几年国家大力

治理污染耕地、阻止耕地退化、提升耕

地质量，这些工作对农户个人来说有

一定难度，而我们发挥统筹能力，借助

多年基层农业经验，让这些工作切实

地产生了成效。”

守“义”结“情”
回望投身“三农”工作的初心，李

宇苗表示受老一辈的影响很大。“我

的父辈以上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户，那时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务农艰

苦，但生活依然拮据。”幸运的是，李宇

苗的父母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仍然

坚持不让她失学，于是她决心用知识

帮助更多像自己父辈那样的农户，报

考了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

“三农”领域工作。

如果说最初的投身是因为感激

父辈养育供学之恩的“义”，那之后的

坚持则是因为李宇苗在多年的走访

与推广中，与农户们结下的“情”。最

令李宇苗难忘的是2010年，在山区村

开展农业技术及新品种的推广工作，

当时的她，一度被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缓慢、农民务农积极性不高的问

题困扰。即使知道此行农技推广工

作仍然会遇到这些困难，李宇苗还是

卖力地每天都到当地的农户家中走

访及指导，并给农户示范种植，希望

能带动更多的当地农户积极投身于

农业生产。“和预想的一样，刚开始吃

了不少闭门羹，可在坚持了 1个多月走

访及指导后，从开始的相见不识，到之

后走到哪一家，哪一家的农户都会拉着

我们留下来吃饭、聊家常，推广工作也

初见成效。”十多年过去了，当时一位老

阿姨把家里最好的农副产品硬塞到自

己怀里的情境，李宇苗仍然历历在目。

正是这段经历，让李宇苗深刻感受

到山区农户的善良与朴实，“他们认为，

谁能帮助他们发展致富，谁就是亲人，

所以我们在助农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耐

心，要有韧劲，而且还要能感同身受。”

李宇苗感受到农户们这份简单而直接

的情感，眼前总会浮现出色彩斑斓的乡

村农业画卷。

奔走在田间
地头，把新技

术、新品种、新机械
送到农户身边，促进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是
李宇苗这 22年来一直在做
的事。前不久，李宇苗又度过
了一个没有周末的农忙时节，
田间的生产一线上，能看到她
与同伴们奔忙往来的身影。紧
凑的工作节奏、烈日当空的工
作环境，李宇苗坦言很累，有时
候忍不住了就瘫坐在田埂上休
息，但当她看到农户们脸上洋
溢着喜悦时，感受到农户感激
地紧握她的双手传来的温度
时，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站
起身来继续进行指导施肥，调
查病虫害等工作，“我学的
是农学专业，把所学的知
识投身到‘三农’工作中
去，让我感觉光荣、
自豪，同时觉得
责任重大”。

编者按

学以致用帮助农户致富
她用真心换得淳朴真情

农艺师李宇苗

■采写：新快报记者 梁彧

科技兴则国家兴，创新强则民族强。在广袤的田野上，我省的女农业科技工作者正

发挥着“半边天”作用，用一句句铿锵誓言、一次次勇毅担当，用心用情播撒“智慧农业”的

种子，呵护科技之花盛放沃野千里，把论文扎扎实实地写在了南粤大地之上。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和新快报共同推出《科技兴农巾帼群英谱》系列报道，通过一个个

带有泥土芬芳的故事，呈现我省为乡村振兴提速的科技兴农“她力量”。

以磅礴的力量，对工作全力以
赴的同时，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帮助
农民致富，干好乡村振兴工作。“

李宇苗
清远市阳山县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擅长领域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试验、

示范、推广、指导等

曾获奖项 2021年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一等奖、

清远市“巾帼致富之星”、清远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清远市乡村振兴农村实用人才、清远“最美科技工

作者”、阳山县第七届（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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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苗

（左）进村入户科

普农业技术知识。

新快报讯 记者朱清海报道“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10月 19日

上午，一场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

会议在清远英德大洞镇政府召开，在广

州市增城区驻英德市帮扶工作组组长、

驻西牛镇帮扶工作队队长肖岸云带领

下，各驻镇工作队队长和工作组成员集

中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报告令人振奋、鼓舞人心，让我们更

加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走好乡村振兴之

路。”肖岸云表示，开展驻镇帮镇扶村工作

以来，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组坚持加强帮扶干部

队伍建设，每月组织驻镇工作队开展集中

学习和现场交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

来，守底线、抓落实、重成效，不断提升推

进乡村振兴的能力水平，扎实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振

兴的动力引擎。”会上，根据工作组安排，

肖岸云和来自黄花镇、下太镇、波罗镇、

大洞镇的驻镇工作队队长深入交流，研

究加快推进增城区和英德市村级党组织

结对共建工作。

“采取一对一、多对一等形式，推动两

地村级党组织实现结对共建。”肖岸云告诉

新快报记者，目前，工作组和各驻镇工作队

紧锣密鼓推动村村结对帮扶“全覆盖”，深

化两地交流经常“走亲戚”，把增城区农村

发展的先进理念、模式、经验、做法带到英

德乡村来，同时积极发动商会、企业等社会

各方资源和力量，形成强大合力，进行全方

位帮扶，助推英德乡村全面振兴。

新快报讯 记者王彤 通讯员穗统
宣报道 2020年我国开展第七次人口

普查，普查数据显示，广州市常住人口

平均年龄为 35.40 岁，年龄中位数为

34.04 岁，广州“正当壮年”。近期，市

人口普查办公室将编印《广州市人口

普查年鉴-2020》，记者从广州市统计

局获悉，各区差异明显，其中天河区

“最年轻”。

“两头小，中间大”，人口结构新特征
2020年，广州常住人口中，从五岁

一组的年龄分组看，30-34 岁年龄段

人口占广州人口比重 11.70%，比重位

于峰值。同时，位于该年龄组附近的

20-24 岁、25-29 岁、35-39 岁、40-44
岁、45-49 岁和 50-54 岁 6 个年龄组，

人口总数都超 100 万，比重分别为

10.25%、10.99%、9.40%、7.35%、7.87%
和 6.67%，均处于较高水平；上述 7 个

年龄组人口合计占 64.23%，接近常住

人口的三分之二。位于30-34岁峰谷

上方的各个年龄段人口比重，随着年

龄的增加而呈逐渐减少趋势，到 60-
64岁及以后，出现快速下降的现象；在

峰谷下方，各年龄组比重随年龄的下

降而下降，到10-14岁出现最低谷，之

后缓慢回升。

各区差异明显，天河区“最年轻”
普查结果显示：全市常住人口平

均年龄为 35.40岁，其中 7个区常住人

口平均年龄低于全市。天河区以33.20
岁的平均年龄成为全市最年轻的区，其

他 6 区分别是黄埔（33.60 岁）、从化

（33.79岁）、白云（34.17岁）、番禺（34.21

岁）、增 城（34.34 岁）和 花 都（34.37

岁）。平均年龄高于全市的区有 4个，

分别是越秀（41.30 岁）、荔湾（40.03

岁）、海珠（39.37岁）和南沙（35.99岁）。

广州常住人口“正壮年”
天河“最年轻”

广州市增城区驻英德市帮扶工作组：

加快推进村村结对帮扶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

■10月19日，工作组召开乡村振兴驻镇帮镇

扶村工作会议。 新快报记者 王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