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看到“我与农高会30年”的征稿启事后，一下打开
了我参加农高会时的记忆大门，心里有很多的话想说。

我是湖南人，主要从事农业机械推广工作。十几年前，我
第一次来到杨凌，参加了农高会。一到展馆，琳琅满目的农业
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令人震撼。一天下来，我看到
了先进的农业科技和产品，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深深感
受到，现在的科技真是太发达了，以前的老一套农业生产观念
跟不上形势了。回到湖南老家后，我把在农高会上看到的、听
到的，讲给乡亲们听，这让乡亲们大开眼界。

随后，我又参加了几届农高会。拿着手机就可以“种
田”，了解农作物生长情况；在智能化控制系统的大棚内，通
过传感器可以采集棚内湿度、温度等环境数据……一系列农业
科技创新成果，让我看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切身感受到
科技给现代农业带来的深刻变革。我感到，传统的体力劳动正
在被机械化取代。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减轻了农民的体
力劳动负担。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论
坛，聆听了国内外专家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建议。这让我意识
到，科技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和金融
体系。

回到家乡后，我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农技培训班，向大家
介绍了最新农业科技成果，并分享了在农高会上学到的经验。
我还从农高会上引进了几台小型农业设备，向乡亲们推广新型
农业技术和管理理念。大家积极性很高，纷纷将这些新产品、
新技术应用到生产中，乡亲们的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

今年是农高会创办30周年。作为农高会的亲历者，我觉得
农高会既“高大上”，又接地气，是深受政府、农业科技工作
者、企业、农民喜爱的展会。在此，我衷心地祝愿农高会越办
越好，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湖南读者杨云龙口述，杨剑城整理）

参 加 农 高 会
让我受益匪浅

②“我与农高会30年”征文选登

“我与农高会30年”征稿启事
今年是中国杨凌农高会创办30周年。杨凌农高会自1994

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承服务“三农”的初心，办会规模逐步扩
大，层次水平逐年提高，农业国际合作不断深入。近几年，每
年参展参会人数均在150万人次以上，已经成为“专家教授认
可、农业企业信赖、广大农民喜爱”的农业科技盛会，成为我
国农业科技成果展示交易推广的重要平台和国际农业合作交流
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农业的奥林匹克盛会”。

为全面展示30年来农高会一步步发展壮大的非凡历程，激
发进一步办好杨凌农高会的坚定决心，为第30届农高会隆重召
开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即日起，《杨凌时讯》编辑部面向区
内外参加过农高会的各界干部群众，征集“我与农高会30年”
文字稿件。

一、征稿时间
2023年7月13日至9月20日。
二、征稿要求
1、以农高会的发展变化为主题，通过自己的一段亲身经

历、感受以及收获或一个耳闻目睹的故事，反映农高会在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科技成果转化、国际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
兴、提升杨凌影响力等方面的成效、作用和影响。

2、来稿人不限地域、不限身份、不限参会次数，只要参加
过农高会，只要有话可说，有感而发，有故事可讲均可参与。

3、文章要求必须原创，内容真实、语言生动、事例鲜
活，具有故事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4、篇幅：短小精悍，简洁凝练，作品字数为 800-1000
字，最长不超过1200字。

5、稿件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通讯地址、微信号、电话
号码、单位名称（本人身份）等相关信息。

三、版权声明
1、所有来稿文责自负，严禁抄袭。凡因抄袭等原因引起

的版权等各类纠纷，由投稿作者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2、来稿在 《杨凌时讯》 将择优刊发。若作者无特殊声

明，来稿凡经《杨凌时讯》采用，即视作同意杨凌农科传媒集
团所属全媒体传播。

四、来稿邮箱
所 有 来 稿 ， 请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发 送 至 ：

853794307@qq.com
五、联系电话
029-87033520

《杨凌时讯》编辑部
2023年7月13日

委员履职故事委员履职故事

深挖非遗价值 助力乡村振兴
——记杨陵区政协委员、杨凌威风民族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刚

记者 赵桃子

今年以来，四川乐山高新区着力开展政策兑
现、争资立项、院所合作、金融赋能等四大科技惠
企专项行动，帮助企业解难题、促发展、增活力。

政策兑现惠企行动。为提振企业创新发展信
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乐山高新区科技局先后
出台“科创八条”“构建大孵化体系”等点对点、
实打实保障政策，使企业切实感受到政府对企业
的扶持力度，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乐
山高新区科技局还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科创八
条”政策奖补资金，及时开展政策兑现部门评审
及专家评审会，拟兑现37家企业奖补资金项目47
个，涉及资金500多万元。

争资立项惠企行动。乐山高新区科技局积极
对接上级科技部门，及时关注项目申报通知，认
真学习领会申报指南，抓好项目储备、筛选、申
报等工作，并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大走访、大调
研、大服务”行动，主动上门为企业解读科技政
策、紧密结合企业自身条件和发展特点，鼓励和
引导企业进行项目申报，竭力为企业项目申报提
供全过程、便捷式服务，提高项目申报成功率，
鼓励企业利用扶持资金大力开发新产品、新技

术，集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院所合作惠企行动。乐山高新区组织召开技

术需求对接和创新创业路演25余次，举行中国科
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物经济”成果发布会，
推动乐山高新区企业与科研院所、四川大学等建
立产学研合作关系，促进人才、技术、成果等创
新资源向科技型中小企业集聚。目前，乐山高新
区科技局已促成院校企合作项目8个，解决企业关
键技术5项，并深入企业全面排查企业高层次科技
人才需求，强力实施人才招引、培育、关爱三大
行动，打造“高新智库”，为企业创新发展打造智
力“引擎”。

金融赋能惠企行动。乐山高新区打造全要素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搭建政银企沟通桥梁，用好
金融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把天府科创贷、
政银担、园保贷、创业担保贷等政策作为促进企
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乐山高新区积极对接各大银
行，鼓励金融机构在乐山高新区集聚，更好地为
高新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和渠道，量身定制金融
产品。乐山高新区推动第二批企业创新积分制试
点园区工作，促进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开放共
享。今年，希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一拉得电网
自动化有限公司成功申请到“天府科创贷”，涉及
金额2000万元，现已全部发放到位。 （尹恒吉）

四川乐山高新区

科 技 惠 企 行 动 促 发 展

他 山 之 石

“叮叮当当……”一锤一锤的将钉敲入鼓上，固
定好鼓面，再经过抛光、打磨等……各类工艺烂熟
于心，眼到手到，心手合一。杨陵区政协委员、杨
凌威风民族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刚，传承弘扬
锣鼓制作技艺已近10年。

潜心钻研 非遗传承担使命

大学毕业后，刘鹏刚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杨凌威
风民族乐器有限公司这份事业，更是接过了锣鼓制
作技艺的传承。

“这是莲花鼓，我们制作的新品，既可以作为茶
桌、摆件，还可以演奏，美观实用。”在文化产业日
新月异的发展中，刘鹏刚尝试将锣鼓文化与生活相
结合，开发起了锣鼓产业新“周边”，让锣鼓脱下了
昔日“中规中矩”的外衣，在传承中华丽转型，走
起了“文艺路线”。

在杨凌威风民族乐器有限公司的展品区，造型
各异的锣鼓文创产品摆放在桁架上，太极鼓、拨浪
鼓、牛角鼓、花板鼓……一个个工艺考究、色彩明
丽的“艺术品”令人目不暇接。

他大胆采用非遗制作工艺，研发创新了一系列
新产品，目前已经获批包括实用新型及外观的国家
专利13项。

不仅改革新品，他还创新了销售方式。下午 3
点，刘鹏刚准时开播，通过直播带货让这项传统工
艺乘上了销售“动车”，走向更远的地方。

刘鹏刚让锣鼓不仅仅是能敲能打的热闹，还让
锣鼓从乐器走向文创，让非遗传承有了新亮点。

坚守传承 扎根乡村促振兴

对于刘鹏刚而言，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
能断更不能丢，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留住民族的
魂，守住民族的根，这是刘鹏刚一直坚持的目标也
是作为传承人必须坚守的使命。

“坚守传统工匠制作，匠心传承，是精神亦是品
质传承。”刘鹏刚多次拒绝外地企业推荐的全机械化
生产，“虽然传统工艺生产会增加生产周期，但锣鼓
就是要一钉一卯一锤手工做出来的才有温度，这样
的锣鼓连声音都透着清亮。”他也希望让传统锣鼓

“工匠”老有所依。

参加展会，推介锣鼓非遗文化，提高杨凌锣鼓
品牌知名度；向周边中小学、社区捐赠锣鼓乐器，
让锣鼓文化的影响开始在普通群众及在校学生中传
承；筹建全国最大的锣鼓文化主题产业园，让锣鼓
文化元素融入特色文旅……刘鹏刚一刻也闲不下来

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振兴。目前，锣鼓文
化产业园为周边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20人，年产值
5000 多万元，拥有“威风”、“妙音”两个著名商
标，带动周边上下游就业人口300多人，让杨陵成
为全国最大的锣鼓制作加工基地，为杨凌锣鼓产业
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精英技术骨干。

“只有文化自信，才能产业自信；只有产业兴
旺，才能乡村振兴。”未来，刘鹏刚将充分利用锣鼓
制造传统工艺优势，大力发展非遗游学体验新业
态，让古老而灿烂的锣鼓文化代代相传，让锣鼓产
业文化的“种子”，在上川口村扎根、发芽、结果。

发挥作用 履职尽责勇担当

作为政协委员，刘鹏刚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建设
发展。政协杨陵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他提
出《关于修建人行天桥或地下通道，保障道路通畅
的建议》、撰写《关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助力乡
村振兴的建议》……刘鹏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服务
社会，践行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

“非遗”技艺在传承，匠人匠心在延续。随着时
代的发展，不断更新的是多元化的产品、个性化的
服务、多渠道的销售模式，不变的是匠人精神、非
遗文化的传承。从企业家、上川口锣鼓制作技艺传

承人到杨陵区政协委员，转变的只是身份，不变
的是使命。

“今后，我将和企业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
质财富和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为目标，为乡村振
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刘鹏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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