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公布了中国农技协百
强乡土人才选树结果，共有 200人入选 2023年度中国
农技协百强乡土人才，河南省农技协推荐的张世坡、于
培康、刘洪定、张现平、杨明军、尚晓良、何伟华、戴
子星等 8位同志被评为“中国农技协百强乡土人才”。

张世坡，兰考县红薯协会会长。2016 年 7 月创
立 兰 考 果 粮 康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合 作 社 园 区 220 亩
（1亩＝ 667 m2），流转周边乡镇土地 1 800余亩，总
投资 2 000多万元，每年生产红薯 2 500余吨。带动全
县发展红薯种植 5万余亩，形成了育苗、农机调配、种
植、管理、回收、分拣、加工、收储全产业链，是兰考
县红薯产业龙头企业，年组织销售红薯 3万余吨，年产
值 4 500万元。承担省农科院红薯产业院县共建项目，
建设高标准红薯示范田200亩，年培育西瓜红、龙薯九号、
商薯 19等红薯品种健康薯苗约 1亿株，为兰考全县以
及周边县城提供约 2万亩的健康薯苗。统筹带动全县 13

个乡镇 1 000余农户种植红薯 5万亩，全产业链跟踪指
导服务、种苗供应、机械协调、免费技术服务，并签订
最低保护价回收协议，使农户每亩纯收益增收 2 000元
以上。2019年，被评为兰考县“乡村振兴”最美科技工
作者，兰考果粮康种植专业合作社被评为省级示范合作
社。2020年，被评为河南省扶贫龙头企业。2021年，
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兰考县乡村产业发展致富带头人”
等荣誉。

戴子星，正阳县正星蔬菜研究所所长。1996年成立
了正星蔬菜研究所，研究西甜瓜、蔬菜 20余个品种，推
广至全国 20多个省市自治区，面积达 80多万亩，累计
为农民增收 30多亿元。2014年又成立了正阳县代兴种
业有限公司，成立以来繁育品种 50余个，其中通过农业
农村部登记的品种就有 20多个。新培育的花生品种正花
6088，因其具有抗病、抗重茬、抗旱耐涝、产量高等优点，
受到广大种植户喜欢，目前已推广至河南、新疆、安徽、

红薯专家、养鸽能手红薯专家、养鸽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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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等 20多个省市自治区，种植面积达 300多万亩。
刘洪定，河南省农技协副理事长、新野县蔬菜专业

种植协会会长。致力于蔬菜的种植引进和推广，尤其是
甘蓝品种，推广种植面积 30多万亩，新野蔬菜从此享誉
全国。“新野甘蓝”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志，成
立了河南省第一家蔬菜专业合作社——新野县宛绿蔬菜
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 532户，省级无公害蔬菜基地面
积 1万亩，绿色食品基地 400亩，认定产品 2个。有专
职技术服务人员 18人，服务带动农户 3.6万多户。“宛
绿”“豫绿”商标被认定为“河南省著名商标”，“宛 绿 ”
牌甘蓝被农业农村部授予“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
年 销 售 蔬 菜 20 万 吨， 销 售 区 域 覆 盖 16 个 省 市 区，
出口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获得 2021 年中国农技协
“最美科技工作者”、全国农村科普工作者先进个人
等荣誉。

张现平，博爱县维多维康种植协会会长。帮助省级
贫困村成立 2个合作社、3个家庭农场，建设科普示范
基地 3个、蔬菜大棚 11座，实现人均年收入 12 600
元以上；先后引进新品种 28个，推广新型实用技术 31
项，应用率 85%以上，应用面积 6.5万亩次，辐射带动
1 820多户农民走上致富之路；组织建设了两个县级电商
园，创办了“沁园电商夜校”等两个培训课堂，开展电
商培训近百场，受训群众 6 000多人次，培训农村电商
技能人才 1 282人，其中贫困人员 562名，人均年增收
达 10 630元；大力推动科技志愿服务，领导组建了焦
作市绿银科技志愿服务队、为农科技志愿服务队等 6个
志愿服务组织，引领 40余名志愿者入驻中国科技志愿服
务平台；开展各类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33场，发放科普资
料 5万余份，受益群众 3.7万多人。

杨明军，河南省农技协副理事长、舞钢市天成鸽业
协会会长。创建河南天成鸽业有限公司，存栏 13个肉鸽
良种品系和 30万对核心种群，自主选育“天成王鸽”系
列高产品系，年创社会综合效益 6.8亿元。先后带动本
地 10个乡镇办，147个行政村，22家企业，7家合作社，
集体联营发展肉鸽养殖，实现产业带贫 2 597户，受益
贫困人口 8 101人，累计增收 1 500万元以上。荣获“全
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全国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
人”“全国优秀农民工”“河南省促进全民创业带头人”“河
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十大领军人
物”“河南省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称号。

尚晓良，漯河市豫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漯河市豫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颍县农业技术协
会会长。他于 2011年注册成立临颍县豫禾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填补了漯河专业育苗企业的空白，专注瓜菜育苗，
大力推广无公害蔬菜无土栽培技术，试验并引进国内外
各种优良瓜菜品种。引进推广瓜菜新品种近百个、新技
术 20多项，培育的优质种苗覆盖 9省 38个市区，年育
苗能力超亿株。公司与多家新型经营主体合作，共同推
进育苗产业的研发与推广。每年带动种植农户 8 000多
户，面积 10万余亩，平均每亩增产 2 000多元，经济
效益增收达到 2亿元。先后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乡村
振兴·十佳新型职业农民”等称号。

于培康，郸城县培康特色种植协会会长。协会自成
立以来，为了让广大老百姓掌握科学种田技术，定期聘
请省内外农业专家讲解农业科技知识。同时，举办老百
姓乐于参与的“粮王大赛”“瓜王大赛”、玉米观摩会等
多种形式的活动，每年在电视台播放 30多期，在微信平
台及抖音短视频播放 200余期。面向贫困户开展各类农
业技术、电商等培训 140余期，受益群众 10余万人，
有效提升了贫困群众的劳动技能，增加了种植效益。先
后获得“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全国优秀合作社人
物等称号。

何伟华，灵宝市农技协会会长。三十年如一日不辞
辛苦、无怨无悔、风雨无阻行走在金城大地，用热心、
诚心、精心、耐心传播先进科学发展理念，推广高效农
业实用技术，时刻走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他打造了市
乡村三级联动培训机制，每月准时召开例会，并对果农
的果园进行技术指导。让广大农民群众都能有所收获，
果园有所成效。组建了 50人的修剪服务队，通过修剪及
综合配套技术，使其指导的示范园效益翻番。累计培养
了 24名高级农艺师，指导的果园产量屡创佳绩，建成多
个高产优质生态示范园。荣获“全国科普致富带头人”、
全国科普惠农先进个人等荣誉。

百强乡土人才选树工作是中国农技协深入贯彻《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全面提
升农民素质素养，育好用好乡土人才，促进乡村人才振
兴的重要活动，旨在促进乡土人才在推广现代农业科学
技术、开展农村科普等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更好地
扎根乡村一线，为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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