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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都亚敏

冬日的秦岭，褪去斑斓色彩，更显沉稳与静谧。高山

密林间的松树，格外苍翠、挺拔。连日来，位于秦岭腹地的

山城凤县，虽然寒意渐浓，却处处涌动着求知、求富、求美

的学习热潮：村落院坝里面听理论、学政策，田间地头问

专家、长本领，线上线下看榜样、传新风……一场场别开

生面的农民学习会，正在凤县66个村如火如荼地开展。

要鼓钱袋，先富脑袋。近年来，凤县把“农民学习

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

抓手，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贴近基层、服务

农民，培养有文化、懂技术、明法理、守纪律的新型农民

为出发点，因地制宜定制“学习套餐”，通过集中学习、

专家讲解、上门助学等方式，宣讲理论政策、实用技术、

文明新风，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更多群

众提升技能、拓宽致富渠道，使文明新风不断深入人

心，农村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截至目前，凤县共开展各类农民学习活动 620 场

次，受益群众 16000 余人次。农民学习会已成为该县

农村群众的“理论宣传站”“技能加油站”“知识储备

站”“议事工作站”“矛盾调解站”和“群众联络站”，受

到广泛好评。

宣讲接地气冒热气

农民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忙于农事没时间、理论枯燥听

不懂、听完就忘没啥用……长久以

来，很多农民提起学习就“头疼”。

然而，凤县的农民学习会却总能收

获“高人气”。这是为啥？

“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是

最重要的法宝。”凤县县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陈兴刚

说，凤县根据农民个性化特点，坚

持以百姓的视角、用百姓的语言，

学习内容接地气、时间灵活化、形

式更多样，让农民坐得住、听得懂、

记得牢、用得上。

“听说家电以旧换新有补贴，

我家刚好想换电视，具体怎么个补

法？”“家里人多，医保缴费算下来

负担可不轻，能给咱讲讲相关政策

吗？”12 月 3 日上午，双石铺镇兴

隆场村热闹非凡，温暖的阳光洒满

了整个小广场，20 多位村民搬着

小板凳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

地提问，认真听驻村第一书记李伟

讲解最新政策。

“现在对汽车、家电、电动自行

车、家装厨卫这些以旧换新都有补

贴，具体每一项是这么补的……”“今

年医保缴费金额确实有调整，但是

保障范围也相应扩大了不少，报销

比例也水涨船高……”李伟将书面

字变成大白话，把普通话换成家乡

话，耐心答疑解惑。干部讲得通俗

易懂，村民听得聚精会神，时而互

动交流，时而低头讨论，场面温馨、

气氛热烈。兴隆场村 4 组村民尤元

才说：“这种方式好，讲的都是‘干

货’，我们爱听，也能听懂，聊着天

就能学到很多新政策。”

当天，留凤关镇留凤关村也举

办了“关上说事”农民学习会，把孝

老爱亲、抵制高价彩礼、森林防火、

电信反诈等内容，精心编排成小品、

三句半等文艺节目，由镇村干部上

台“演”给群众看，中间还穿插有奖

问答互动。前来观看演出的群众紧

紧围在临时舞台周围，看得津津有

味，还争先恐后地回答。“节目看了，

知识学了，还领到了小奖品，下次学

习会还来！”村民高兴地说。

农民学习会，就要投农民所

好，要让农民想学、爱学、能学。那

么，讲什么、谁来讲、怎样讲，是最

关键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凤县

有“高招”——

在宣讲内容上，围绕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平安建

设、普法教育、惠农政策等，以及县

域新闻和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

开展宣讲；

在宣讲队伍上，以镇村干部

和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员为主，邀请老党员、退休教师、

致富能人、农村乡贤、道德模范

等，深入村组、田间地头，让书记

讲党课、干部讲政策、专家讲理

论、能人讲技术、模范讲事迹、百

姓讲变化 ；

在宣讲时间上，根据群众需求

和农事安排，雨天屋里讲、晴天院

里讲、闲时白天讲、忙时晚上讲，巧

妙抓住群众农闲、唠嗑、串门等闲

暇时间，积极开展各类学习活动；

在宣讲形式上，堂屋炕头说

政策、院坝里面讲故事、田间地头

传技艺、唱支山歌倡新风、板凳会

上议家风……群众在哪里，学习

会就开在哪里。通过一场场丰富

多样的农民学习会，将党的最新

理论政策和新型农业技术及时送

到群众心坎上。

清单化“精准配餐”

让农民富了脑袋鼓起钱袋

群众“点单”、镇村“派单”，只

有根据群众需求精准定制“知识套

餐”，农民学习会才有吸引力，群众

参与热情才能更高。

“我们采取清单化学习，群众

缺什么，农民学习会就补什么，群

众想了解什么，农民学习会就送什

么。”据凤县农业农村和林业水利

局局长梁军介绍，每次举办农民学

习会前后，镇村干部通过群体座

谈、上门入户、个别倾听等方式，精

心设计菜单项目，实现活动与群众

需求精准对接。

“像这样的果树，怎么修剪枝

条更有利于丰产？”“新品种与老

品种果树施肥有啥区别？”12 月

3 日，唐藏镇庞家河村苹果产业示

范园里一派热闹景象，该村农民学

习会在这里举办。“苹果是我们村

的支柱产业，占村民收入的 80%。

近年来，村上进行老旧果园改造、

品种改良升级，部分村民对新的栽

种技术还不太了解，心里总感觉不

踏实。”庞家河村村干部告诉记者，

根据群众建议，他们将本月农民学

习会放在了果园里。

现场，凤羌红果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 20 余名技术人员，采取理论

传授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详

细讲解了“秦脆”“瑞雪”等新优品

种的日常管护及冬季修剪、增施有

机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以前都

是凭经验种苹果，今天学到的新

知识、新技术非常实用，让我对通

过果园改造增收致富的信心更足

了。”村民庞久春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凤

州镇把产业发展与农民学习会相结

合，聘请当地致富能手、电商带头人

和文明实践志愿者等加入宣讲队

伍，建立起素质优良的农民学习会

师资库。“‘宝鸡十大高素质农民’张

诚、‘土专家’刘天昊、剪纸传承人孙

双莉……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乡土人才，陆续加

入了我们的师资库。”凤州镇副镇长

徐飞说，通过农民学习会，这些“名

师”将果树管理及传统技能培训等

“干货”带进课堂、送到田间，为村民

致富支妙招、献良策，不仅帮助村民

富了脑袋鼓起钱袋，也让村级集体

经济持续壮大。

“河口夜话”是河口镇打造的农

民学习会品牌。据了解，在宣讲理论

知识之余，该镇结合特色产业和发展

实际，多次邀请农技专家走进药材种

植基地、林麝养殖圈舍、花椒地、苹果

园等地，面对面、手把手为群众传授

农业新知识、新技术，帮助农民提高

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增加产值。今

年以来，该镇举办“河口夜话”90多

场次，受益群众3000余人次。

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为

了实现群众学习全覆盖，凤县农民

学习会开展线下学习的同时，还会

录制视频，依托县级融媒体中心，

利用微信矩阵群向全县人民推送，

并在官方视频号、“爱凤县”App、

“文明实践”云平台，以及抖音、微

信等平台刊播，让更多群众可听、

可看、可学，使一个个求知若渴的

农民，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式学习成

为“新农人”。

“精耕细作”筑品牌

理论之花结出累累硕果

“学习了就有奖励！我们把农

民学习会与积分兑现挂钩，采取

‘参与、学习、积分’的运行模式，学

习获得的积分可以作为爱心超市

兑换商品、评优树模、参与集体经

济收益分红的依据。”采访中，凤县

平木镇人大主席庞龙向记者介绍

了农民学习会的积分管理制度。他

说，这也是很多村民主动参加学习

会的动力之一。

好的制度是推动工作的有力

保障。为确保农民学习会有力有

序、常态开展，除了积分管理制，凤

县还建立健全了考核奖惩制、需求

清单制、承诺践诺制、双线联动制

等多项制度，通过双向激励，让群

众从“听众”成为“主角”，变“被动

听”为“主动学”，宣讲成效节节攀

升。与此同时，农民学习会之“南岐

讲堂”“平事说理”“关上说事”“古

槐兴韵”“小红花宣讲”“蒲公英讲

堂”等一批特色理论宣讲品牌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传播党的声

音、提升农民素养、助力乡村振兴

的“活力引擎”。

服务群众贴心细致、群众素质

明显提升、干群关系更加和谐、基

层治理高效有序……说起农民学

习会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梁军

如数家珍，赞不绝口。

“我们在举办农民学习会的过

程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延

伸出了许多温暖人心的志愿服务

活动。”凤县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问

佳向记者介绍，双石铺镇杨家坪社

区开设“青漾课堂”，填补了中小

学生午间校外监管监护的空白 ；

留凤关镇实施的“云上团聚 爱在

身边”志愿服务，让农村留守老人

和儿童与外出务工的亲人连线 ；

黄牛铺镇“爱心妈妈牵手”、凤州镇

“指尖留影”等活动为群众送去了

温暖和关爱，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

持和配合。

“农民学习会+网格化管理”，

有效提升了凤县基层治理水平。据

了解，全县被划分为 21个网格，30

名县级领导担任网格长，303名科

级干部及 1803名志愿者入网进群，

每名志愿者联系 10至 30 个家庭，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

通过四级微信群征集意见，线下通

过农民学习会广泛征集，网格下沉

干部累计征集、办理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和实事 1717件，进一步拉近了

干群关系，架起了沟通的“连心桥”。

“发现群众邻里之间产生矛盾，我们

下沉干部与社区工作人员会第一时

间上门调解，及时化解矛盾，妥善解

决问题，群众对干部处理问题的方

式十分满意。”凤县碧水嘉园小区下

沉干部吴妮说。

与此同时，凤县各村依托农民

学习会，常态化开展身边好人、好

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先后涌现

出好媳妇和好婆婆924人、凤县“感

动人物”96人、“中国好人”11人、

省市道德模范 36 人，孝老爱亲、助

人为乐、无私奉献等好人好事层出

不穷，文明新风在全县蔚然成风。

通过农民集中培训教育活动，

群众对镇村两级更加信任，与乡亲

沟通交流更密切，面对偶尔的矛盾

纠纷，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邻里关系更加

和谐融洽。

农民学习会，让党的创新理

论、惠民政策、科技文化和新风正

气入脑入心、落地见效；解农民难、

帮农民富、带农民乐，因为学习，广

大农民群众的生活好上加好。在这

里，乡村美、产业兴、农民富的美好

愿景，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②

①

图说：
①“河口夜话”是河口

镇打造的农民学习会品牌。
②唐藏镇庞家河村农

民学习会放在了果园里。

留凤关镇农民学习会上，镇干部通过快板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文明新风。

让农民精神更 富足 
——凤县以“农民学习会”为载体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基层治理工作综述

 美好生活更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