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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文明

每逢春播秋收时节，
自治区向日葵产业学科
带头人、自治区农牧业科
学院研究员李素萍就要
早出晚归，在向日葵试验
田里忙碌。从1986年参加
工作至今，李素萍及其团
队的多项向日葵遗传育
种和栽培技术研究填补
了国家和自治区的空白，
她创建的适用于不同生
态区域的高产高效栽培
技术模式产生经济效益
达6亿多元。李素萍先后
荣获自治区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草原英才等
荣誉称号，被聘请为自治
区现代农牧业产业科技
服务体系“向日葵产业”
首席专家和国家向日葵
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这是我区加强农牧业
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自治区农牧
业厅围绕加快转变农牧业
发展方式，推动农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治区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10大三
年行动计划，助推质量兴
农兴牧、绿色兴农兴牧、品
牌兴农兴牧，实施现代农

牧业人才培育计划，全面
发挥农牧业人才在科技创
新、技术推广和致富带动
等方面的作用，为全区农
牧业和农村牧区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为
乡村振兴汇聚了源头活
水。

依托国家和自治区科
研项目，自治区农牧业厅
采取项目优先支持、平台
优先建设、能力优先提升
等措施，面向优质粮油、马
铃薯、乳、肉、绒、草业等优
势产业，聚焦植物保护、动
物营养、农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等重点领域，整合
优势资源，遴选建设了一
批自治区级及以上学科平
台、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
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推广成
效。目前，全区已建成高层
次人才培养基地1个、自治
区级及以上创新平台31
个、优势学科25个、团队24
个，培育自治区级及以上
专家42人。

自治区农牧业厅还积
极推广“合作办学”人才培
养模式，推进中科院内蒙
古草业研究中心、中科院
研究生院内蒙古分院建

设，与蒙古、俄罗斯等20多
个国家的30多家科研院所
开展合作交流。我区启动
科研人员知识更新和青年
科技基金支撑计划，落实

“高层次人才直通车”政
策，先后引进了92名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有效地
改善了科研队伍结构，提
升了能力素质。截至2017
年末，全区农牧业科研人
员达到1694人，其中高级
职称480人，具有研究生以
上学历366人。

在呼和浩特市农业科
技战线上，有这样一支特
殊的队伍———科技特派
员，他们活跃在农村，开展
了一系列农业科技服务和
科技创新创业活动，为加
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带
动农民增产增收辛勤耕耘
着。作为农村科技推广体
系的重大创新，优化农村
科技发展格局的重要举
措，破解“三农”难题、服务
现代农业的重要突破口，
科技特派员已成为首府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
生力军。

近年来，我区加强农
技推广人员能力建设，完

善了人员聘用制、工作考
评制、推广责任制、人员培
训制和多元推广制五项制
度，探索形成了“现代农牧
业产业示范推广团队”“农
技推广责任人”“科技特派
员”“专家-技术指导员-科
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等
切实有效的农技推广队伍
建设新机制、新模式。目
前，全区农技推广体系覆
盖了90%以上的旗县，其中
农牧业生产旗县实现了全
覆盖。我区还开展万名科
技人员下基层和农牧业科
技人员“三级联创”蹲点活
动，实施万名农技推广骨
干培养计划和农技人员技
能提升行动，每年有百名
以上自治区专家、千名以
上盟市专家开展下基层服
务，万名以上基层农技人
员接受业务培训。截至
2017年末，全区农牧业技
术推广人员达到2万余人，
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8600余人，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2800余人。
通辽市科左中旗花胡

硕苏木产业屯嘎查农民
春梅先后参加了新型职
业农牧民培育班和青年
农场主培育班学习，将学
到的知识和技术应用于
青贮饲料种植和西门塔
尔牛养殖繁育。通过自己
不懈努力和苦心经营，春
梅家目前存栏繁殖母牛
136头，承包饲草饲料田
760多亩，家庭牧场年收
入50万元，走出了一条依
靠科技支撑、种养结合、
良性循环发展的新路子。
在2016年度“全国十佳农
民”评选中，春梅成为自
治区唯一一个“全国十佳
农民”资助项目获得者。

依托国家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项目，自治区农牧
业厅不断健全以职业农牧
民为主体的农村牧区实用
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开展
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轮训、现代青年农牧场

主和农村牧区实用人才带
头人示范培育工作。还积
极推广“村庄是教室、村官
是教师、现场是教材”的农
牧民培训模式，统筹开展
农村牧区实用人才和新型
职业农牧民认定管理等工
作，着力构建“教育培训、
认定管理、政策扶持”三位
一体的农村牧区实用人才
和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体
系，逐步达到每年自治区
本级培育农村牧区实用人
才带头人1000人，辐射带
动旗县发展农村牧区实用
人才1万人的规模。

截至2017年末，我区
累计培训新型职业农牧民
4万余人，新型职业农牧民
培育项目覆盖到全区78%
的旗县区，农村牧区实用
人才达到22.8万余人，占农
村牧区从业人员比重的
4.3%以上。春梅等17名农
牧民获全国十佳农民、全
国农业劳模等国家级荣誉
称号。

新华社长沙8月27日

电（记者 阮周围） 在湖
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洪家
关白族乡贺龙故居对面，
是桑植烈士陵园，这里依
山傍水，鸟瞰全城。整个烈
士陵园的主体建筑有烈士
纪念碑、烈士纪念展览馆、
烈士墓区、陵园广场、无名
烈士墓等。在烈士墓区，贺
英的衣冠冢安置于此。清
明时节，当地学生、干部、
群众都会自发前往祭拜，
凭吊这位英勇的女游击队
长，对她表示怀念和敬仰。

“贺家满门忠烈，桑植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桑植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谷志锦说。

贺英，女，1886年出
生，湖南省桑植县人，是贺
龙的大姐。1906年，贺英和
丈夫组建起一支反抗反动
恶势力的地方武装，为民
申冤。1922年，丈夫被杀害
后，她接过丈夫手中的枪，
率领地方群众武装，杀豪
绅、打土匪、救穷人，开始

更加顽强的斗争。1926年
夏，她联合地方武装，支持
贺龙部队参加国民革命军
的北伐，受到广大群众的
拥护。

大革命失败后，她来
到武汉贺龙部队，接触了
周逸群等共产党员。她叮
嘱贺龙，要警惕蒋介石、汪
精卫这些人。她回到桑植

不久，长沙发
生马日事变，
国民党反动
派到处追捕、
屠杀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
众。8月，南昌
起义爆发后，
敌人对南昌
起义总指挥
贺龙的老家
洪家关进行

“围剿”，杀人
烧屋，无恶不
作。在敌人重
兵“围剿”中，
贺英指挥她
的地方武装

坚持斗争。中共湘西特委
建立后，派人到湘西北地
区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年
关起义，建立了有贺英等
部参加的600余人的农民
武装，于1927年12月14日发
动起义，攻占桑植县城，后
因国民党军反扑，起义武
装撤离县城，转入农村分
散活动。

1928年春，贺龙、周逸
群等受中共中央指派回到
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开
辟革命根据地。贺英得信
后，将自己掌握的近千人
的群众武装交给贺龙、周
逸群等，自己也参加了工
农革命军和桑植起义，为
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
出重要贡献。

同年7月，贺龙率领工
农革命军前往石门、澧县、
松滋一带打游击，桑植只
留下游击队坚持斗争。主
力部队一走，地方还乡团、
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
革命军家属。贺英率部活
动在山高林密，地势险要
的桑植、鹤峰一带，联系地
方武装，坚持游击战，配合
贺龙率领的主力部队转战
湘西。

同年10月，工农革命军
在石门受挫，贺锦斋等重要

骨干战死沙场，贺龙率部退
到桑鹤边界休整，处境十分
艰难。由于粮弹缺乏，部队
处境十分困难，许多战士身
体浮肿，伤病员缺医少药。
贺英在战斗中几次负伤，但
她得知工农革命军被困深
山的消息后，亲自带领游击
队打土豪，筹粮款，千方百
计把缴获的银元、布匹、棉
花、腊肉、粮食等物资，用骡
马和人力运往深山，送给工
农革命军，支援主力部队，
使工农革命军得到补充，熬
过难关。贺龙多次说，1928
年那次石门失败转到鹤峰
大山里的时候，若没有我大
姐的支援，后果不堪设想！

1929年10月，红军在
庄耳坪战斗失利，她率游
击队去战地做善后工作。
1930年春，贺龙率红军主
力东下洪湖，她率游击队
留在湘鄂边根据地，配合
红军主力，坚持游击战争。

1932年反“围剿”战斗中，
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四面
包围根据地，贺英率部苦
苦坚持。1933年5月5日深
夜，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
地被敌军重兵包围，贺英
率部英勇作战，掩护同志
们突围，不幸多处负伤，壮
烈牺牲。

“贺英是贺龙闹革命
的坚强后盾，他们二人姐
弟情深，她是第一个把部
队交给贺龙、交给党的人。
贺英倾尽家产支持革命，
她有一碗米、一尺布也要
交给红军，洒尽最后一滴
鲜血也是为了保卫苏区。
她是红色根据地的捍卫
者，贺龙在外闹革命，她在
内守护根据地，保卫红色
政权，在湘鄂西地区声望
很高。利剑能挡百万师，她
在巩固、保卫根据地方面
起了主导作用。”桑植县党
史研究工作者向佐柏说。

贺英：利剑能挡百万师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贺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