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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里的能工巧匠——王小虎

区域新闻•襄汾

用好用好““土专家土专家””推动大振兴推动大振兴
卫 博

李思钰

痴迷农机的“土专家”——刘和平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解决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解决好“三农”问
题依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农机发挥着
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的重要支撑。

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农机制造和使用国背景
下，“土专家”的独特力量也逐渐显现。“土专家”，顾名
思义，即本土的专家和人才，他们对当地情况了解透
彻，虽然不一定有很高的学历，但是其丰富的实践经
验，往往对于农村发展、乡村振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襄汾县南贾镇连村的刘和平，就是这样一位亲近土
地和农民、为农机事业贡献良多的土专家。

把农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把农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

土专家，“土”在身为农民，了解农民。
“以前我们连村红薯种得多，粉条出得多，村民们

在地里很辛苦”，刘和平父子看在眼里，逐渐萌生了研
究薯类挖掘机、红薯打粉机及粉条和面机来提高劳动
生产率、减轻劳动强度的想法，刘和平的父亲是个老农
机，爱钻研，有想法，动手能力强，在父亲的指导下，他
自己动手设计，动手制造，动手试验，先后生产出红薯
打粉机 2000余台，粉条和面机 150余台、薯类收获机
6000余台。

1999年，刘和平研制了第一台薯类收获机自用，
“村民们看到机器挖红薯的效果好，都喊我去他们家
地里收红薯。”村里的农机手们看到他提高了收入，
纷纷要求他给自己也造一台。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
的口碑，很快，邻村的农机手们都要买他的薯类收获
机，经过深思熟虑，他于 2007年投资 100余万元注册
成立了襄汾县南贾镇连村兴农农业机械制造厂，
2008 年申请到薯类收获机的专利之后，进入了补贴
系统，年产量达到了 100 余台，分别销售到了万荣、
闻喜等地。

刘和平研制的农机，减少了劳动工序，减轻了劳动
强度，节省了播种和收获时间，确保了作物良好生长，
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收益。

土地是农机的检验场土地是农机的检验场

土专家，“土”在亲近土地，了解土地。
在四十余年的农机研发过程里，刘和平始终坚持

土地是最重要的，图纸画得再完美、机器设计得再华
丽，最终也是要到土地里去的，土地才是检验农机的广
阔战场。

“有一年河北的一个经销商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那
儿种植面积大，但是一直用挖机作业，很费劲。”刘和平
了解到情况后，先到河北当地考察土地和土壤实际情
况，积极了解相关问题，回来埋头研究，针对实地调研
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研发新机器，复又带着制造出的
机器去河北当地农田做实验，仔细记录机器作业过程
中与地皮土壤接触时出现的各类问题，回家后再次针

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专门创新与改造，第三次带着改制
好的机器再去作业时，机器已经可以与当地农田良好
适应并实现高效作业。先后三次赶赴河北，刘和平成功
研制出合适的农业机器，解决了现实问题，创造了实际
收益。

刘和平把实验室搬到农田里去，以土地为基础，以
市场为导向，设计制造的各类农机，良好适应多种土地
和土壤类型，实现了针对性研发与生产。

不创新就会被淘汰不创新就会被淘汰

土专家，“专”在科研不止，开拓创新。
“每年的情况都不一样，大家的需求也一直在变，

机器更新换代很快，不改就没有出路”，处在科技引
领一切的时代，刘和平深刻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刘和平的兴农农业机械制造厂依靠技术创新和科
学管理，秉承“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不
断改进创新。不同的药材种类需要不同的挖掘方式，
例如丹参类大根茎药材和柴胡类细小根茎药材需要
作业程度不同的挖掘机器，同时针对药材种植一年
比一年深的特点，刘和平对药材挖掘机进行了持续
的专项创新与改造。除此之外，十余年来，他的薯类
收获机也每年都有更新，每年都在改进，工作的幅宽
从 100 毫米到 140 毫米、160 毫米、180 毫米、200 毫
米；挖掘的深度从 30 厘米到 50 厘米，最深达到了 90
厘米；振动筛的振动频率、筛格大小，链轮大小也随
着所收获的作物在改变。

在长期的农田实验中，刘和平发现紧密的土壤使
作物无法呼吸，生长状态差，最终导致收成少、收益少。
于是刘和平对锯齿形的松土铲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改
动，在振动筛前的锯齿形松土铲两边加了一组偏心拉
杆，当薯类收获机工作时，偏心拉杆带动松土铲做上下
振动，松土功效变好了，农作物的呼吸作用旺盛，吸收
能力加强，从而生长繁茂，同时土壤中微生物因氧气充
足而活动旺盛，大量分解和释放土壤潜在养分，提高土
壤养分的利用率，如此一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作
物收获质量；在节约劳动力方面，刘和平在振动筛后增
加了收集装置，在工作时收集振动筛输送过来的根茎
作物，定期倾倒成堆，节省了劳动力、减少了劳动时间、
提高了劳动效率。正是这种紧随时代发展，不断研制更
加优质产品的精神，该厂生产的薯类收获机每年的销
售量从10台发展到了600余台，稳定在了年销售量500
台左右，销售地从山西省走向全国，远销到内蒙古、陕
西、甘肃、宁夏等省区。

“要保证做出来的东西能用、耐用，用户不满意，就
是不好、不成功”，在提到对行业里后辈年轻人的期望
时，刘和平反复提到让老百姓满意才是最重要的。在以
后的研发制造过程中，刘和平也将继续秉持“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朝
着解决我国农机“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突出问题的方
向努力，致力于使农机从机械化、大型化，向信息化、智
能化方向发展，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劳动力奉献自
己的聪明才智，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王 昕

农民刘和平、王小虎被农业农村部列
入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名录第一批
入选名单。“土”专家有了大名气，他们几十
年扑在田间、钻研农机、创新生产、技术助
人的形象迎来一片叫好，“土专家”成了热
门话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人才
是关键。因此，乡村全面振兴，既要主张外
引，也要坚持内培，要挖掘乡土能工巧匠
和有号召力的带头人、有行动力的追梦
人，让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评定“土专家”，就是要用好“土专家”，
保护“土专家”，壮大“土专家”,让更多善经
营的“农创客”、活跃在基层一线的“田秀
才”，懂技术的“新农人”，在广阔天地大显
身手。

用好“土专家”，就要珍惜“土专家”。
刘和平和王小虎一位专注于播种，一位致
力于收获，为农民解决的是春播秋收的两
大关键农事。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职业教
育，但几代人扎根土地，他们不仅有从父
辈那里汲取的经验，也有自己精于创新的
智慧。他们熟悉农民，了解农事，深谙农
活，有深厚的农村情结，“咱干什么事都得
为农民负责”“深知农民对于庄稼的情

感”，始终立足便民务农立场。他们的工作
室都在田间陇坎，“接地气”，以“让农民真
正享受机械化带来的好处”为己任。珍惜
他们，了解他们，才能充分激活他们的创
造性。

用好“土专家”，就要保护“土专家”。
要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通过送政策、
送实惠，调动积极性，更好地带领乡亲致
富。要搭建交流平台、完善激励机制，营造

有利于实用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
环境，为他们创造大显身手的舞台。要在
全社会形成重视、关心、支持人才工作的
良好氛围，进一步辐射、示范、带动全县的
人才队伍建设。

用好“土专家”，还要培养“土专家”。
很多乡土人才隐藏在乡村中，对他们没有
固化的衡量标准，要用实践识别检验他
们。田间地头的“种地能手”、棚内河边的

“养殖能手”、采购集散的“销售能手”，都
是实战中的乡土人才，要为这部分人提供
更丰富的舞台，把优秀人才选出来，使更
多愿意干、干得好、还能创新出彩的实用
型人才脱颖而出，建设本土人才梯队，让
他们的作用辐射扩展开来,真正让人才为
乡村振兴赋能。

奋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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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公布全国农机使用一
线“土专家”名录第一批入选人员名单的通知》，来自临
汾市襄汾县张礼村村民王小虎成为全国首批入选的“土
专家”。

在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的
背景下，这个听起来“土味”满满的称号，被赋予了特别
的意义。这批“土专家”将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支持、
引导和帮助下，在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和高质量发
展进程中争上游、做表率、建新功，发挥农机实用型人才

“头雁集群”效应，示范带动乡村农机化人才队伍建设。
从 1977 年高中毕业进入播种机厂成为学徒工到

1983年担任车间主任，再到 2000年正式接任厂长至今，
在播种机改进研发与制造维修这条道路上，王小虎已经
走了44个年头。

“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虽然我是个农民，但是很早就
意识到一个问题，农业的根本在于机械化”。在农机研制与
创新道路上的探索，王小虎从“泥土”里生长出的创新改进
意识让他从未动摇，立足农民立场，让农机真正服务好农
民，让农民真正享受到机械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传承父亲的钻研劲儿传承父亲的钻研劲儿

王小虎出生在木匠世家，祖上几代人做农具犁耙耧
车远近闻名。他的父亲王曰顺，就是临汾市襄汾县有名
的农机“土专家”，乡村里的能工巧匠。“我父亲就喜欢钻
研这些东西”。在父亲的影响下，王小虎走上农机研发与
制造这条路，似乎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但更为重要的是父亲身上那股爱钻研的劲儿，他深
知农民劳作的艰辛，因此总是想着法儿为农民减轻负
担。1953年在本村组织互助组担任组长的时候，他将畜
力石磨改用柴油机带动磨面，将木制独轮手推车改为滚
珠轴承车，这大大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1954年互助组转为初级社，王小虎的父亲在乡技术
革新小组担任组长。在他的带领下，为了提高小麦产量，
把老式木耧改装成畜力宽播幅双眼耧，1958年他研制了
自动下籽的五行播种机，播幅加宽一倍，促进了小麦丰
收。1972年担任本公社机械厂副厂长，改装成柴油机长
腿代替畜力碾物，加快小麦碾打进度；在实行农业生产
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播种机从机械厂分出，他担任播种
机厂厂长，研制出与小四轮拖拉机相配套的 7行小麦播
种机和 8行小麦施肥播种机及半精量播种机，深受农民
和农机户欢迎，并很快在临汾地区推广使用。

子承父业，薪火相传。王小虎 1977年高中毕业后就
进播种机厂当了学徒工，跟随父亲改进研制各种类型播
种机，并于 1983年担任了车间主任，2000年正式接任厂
长至今。他从事农机工作以来，受到父亲一生致力农机
播种事业的言传身教影响，从小感兴趣爱琢磨农用机
械，潜心钻研开发播种农机具，并带领自己的儿子王忠
也投身于播种机研发制造维修工作。三代人承上启下，
都竭力奉献在农机播种事业的战线上。

深知庄稼是农民的命深知庄稼是农民的命

长期奋战在农机播种事业的一线，王小虎深知粮食
播种对于农民的重要性。“种庄稼不是开玩笑”在与王小
虎的交谈中，他反复提及这句话。“所以咱干什么事都得
为农民负责”。

作为一名“土专家”，王小虎的研究室始终都在乡间
田野。“爬到地上看，反复地去想”，正是在广阔的乡间土

地上，他创造性地研制了2BF-14/T免耕多用途小麦施肥
播种机，这一播种机省种子、省肥料、苗壮床大，吸收养
分强，产量高，如按村民普通种量计算，2000亩地种肥就
可节省 8万余元。除此之外，他还大力瞄准市场机遇，研
制出玉米免耕播种机，这一机型在小麦收割后不需清理
田间麦秸，不需打地旋耕，硬茬播种一次完成，减少了劳
动工序，减轻了劳动强度，节省了播种时间，确保了夏播
玉米良好生长和按时收获，并且这种播种机大、中、小型
拖拉机都能配套，既方便又省钱，是当今农业玉米种植
生产的新型适用产品。

不经过实践的检验，绝不把机器卖给农民，这是王
小虎一直秉持的原则。每每研制出新机，王小虎都会经
过反复检验，“挑下过雨的地试验，挑那种最难的地看行
不行，咱卖出一台机器，就得为农民负责”。“民以食为
天”，身为土生土长的农民，王小虎深知农民对于庄稼的
情感。这种情感的力量，不仅化为他对待农民的负责任
的态度，而且成为他不断创新研发新农机的动力。在从
事农机制造的过程中，王小虎抓住一切机会学习、观察、
思考，围绕棉花、小麦和玉米等农作物的播种机具与技
术，研制试验、引进改造、技术革新，由单一型向多类型
和多功能复式播种作业的机具发展。

如今，儿子王忠也投身于播种机研发制造维修工
作。“这些机器都是儿子提出来引进的，年轻人的思想还
是比我们开阔一些”。王小虎向我们展示了正在制作中
的玉米播种机，“不仅讲究实用，还要讲究美观”，在父子
俩人的共同努力下，一批“有颜值”又“有实力”的新型播
种机将很快问世。

技术革新是生命线技术革新是生命线

进入新世纪，王小虎就从老父亲手里接管了播种机
老厂子，把技术革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他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不革新工厂发展就没有后劲，不革新就要
被历史淘汰”。而每一次革新的背后，不仅是王小虎对于
农机制造的热爱，更来自于他自身作为一名农民对待土
地和自己同伴的深厚情感。

“每一次的改进，都是为了更好地方便农机手操作，
想着怎么把庄稼种好，还有怎么节省肥料”。这朴实的真
挚话语，道出了王小虎作为农机“土专家”革新的动力。
因知种庄稼苦，所以始终都把为农民减轻负担作为革新
的动力。正如王小虎被赋予的“土专家”之名，“土”字是
在田间地头深耕，“土”字也是对土地怀有的深刻眷恋，
因此才更能懂得田间地头民众的疾苦，在能为农民减轻
极大负担的农机制造上注入不知疲倦的力量。

每一次革新，是紧跟市场，把握农民的现实需求，也
是始终不变的负责态度。“宽窄行播种机我试验了五年，
直到确定完完全全放心，才能销售给农民”。五年的辛
苦，换来的是更多革新的有机力量，也为每一次的革新
打下了深厚的地基。除此之外，王小虎还承包了大批试
验田，这是王小虎农机产品的实验场，同时也是他挥洒
汗水的地方。“每次就趴在那个地上，研究怎么好”，知识
来自广大土地，成果最终也要经过土地检验。随着王小
虎的机器因为质量过硬，使用方便等特点逐渐在周边县
市扩大影响，他创办的“鑫汇丰”品牌将会叫的更响亮。

如今，被评为“土专家”的王小虎在农机科研上有了更
多底气，这对于长期扎根农村，处在农机研发第一线的他
来说不仅是鼓励，更是前进的动力，“以后我要把大胆地
干，大胆地搞科研，为国家农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