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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人才
报》服务全省人
才开发，服务人
才职业发展，面
向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者、人力资
源工作者、各级
各类高层次人才
和创业创新人
才、大中专院校
就业指导老师及
毕业生、流动求
职人才，专业宣
传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宣传全省
优秀人才人物典
型，宣传重点领
域人才开发管理
经验，发布解读
国家及福建省最
新出台的人才人
社政策，发布人
才就业创业创新
和人力资源市场
实用资讯，已成
为全省乃至全
国行业内有一
定影响力的人
才类专业媒体。

为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培育高素质农民
的号召，提升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和综合
素质，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联合中国海峡人才市场龙岩工
作部，于 2024年先后承办了 15期龙岩市永
定区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对永定区坎市
镇、虎岗镇、培丰镇以及古竹乡等乡镇的
种植户进行系统培训，累计培训农民 957
人次。

为做好培训工作，每期培训前，中心均
提前对目标区域进行摸底排查，了解当地
种植情况和农民需求，有针对性地遴选学
员，确保参训农民能够真正从培训中受益，
提升农业生产效益。根据摸底情况，中心
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科学制定培训方
案，并积极对接农技专家、农业合作社负责
人等，聘请他们授课，确保培训内
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培训采取“课堂教学+现场教
学”相结合的模式，让农民在掌握
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实地观摩和
实践操作，加深对农业生产技术的
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丰富多样，
既有政策解读、理论讲解，也有技
术示范、现场答疑等环节。培训课
程内容涵盖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
解读、粮食安全与水稻产业、烟叶
及果蔬栽培技术、病虫害绿色防
控、耕地地力提升、农膜科学使用
及回收、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措施、
农产品质量安全政策解读等多个
方面。同时，中心还根据各地区的
实际情况，加入了百香果、柑橘、茶
叶的栽培与加工技术等特色种植
技术课程。

中心对培训各个环节都做了
细致的安排部署，让参训学员安心
学习，学有所得。在培训开展过程
中，中心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做到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建立班主任负
责制和班级管理制度，要求学员不
得无故缺席课程，请假需提前与班
主任报告；提供周到的后勤服务，
班委积极与学员沟通，收集学员的
反馈意见，及时调整不足之处，确
保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

培训过程中，中心注重引导农
民转变传统农业生产观念，树立现
代农业发展理念，同时通过宣传国
家政策、解读农业法规等方式，增
强了农民的法制意识和市场观
念。通过培训，农民们掌握了水稻
高产栽培技术、烟叶病虫害防治技
术、果树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等
多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
识，有效提升了他们的农业生产技
能和水平。

参训农民在各自乡村中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他们运
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动周边农民
共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同时，他们的成功经验也为其他农
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和参考。

培训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和认可。有关培训资讯
在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福建日报、
海峡人才报、新福建 App、学习强
国福建学习平台、龙岩电视台（视

频）、红土地网（视频）、永定新闻网、福建三
农网等多家媒体平台上刊登发表，受到了
广泛关注。许多农民纷纷表示，希望今后
能够参加更多类似的培训活动。

中心相关人员表示，高素质农民是现
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举办培训班，
希望能够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的人才，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注入新活力，推动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下一步，中
心将继续秉承“服务农民、提升技能、助力
振兴”的宗旨，不断优化培训内容和方式，
整合优势资源，推动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
深入开展。同时，中心将积极总结经验，不
断提升培训质量和效果，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
和人才保障。 （通讯员 林丹）

“当我到达水下1866米的深度时，眼前海底的景象令人
震撼。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深海的宁静和神秘让我更加敬畏
自然，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继续科研探索的决心。”谈及让自己
终生难忘的科考经历，孟雅冰这样说道。

“80后”孟雅冰是厦门大学碳中和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
焦念志院士团队的一员。今年8月，她在参加同济大学和中
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探索二号”科
考船科考任务期间，乘坐“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西菲
律宾海加瓜海脊成功下潜至海底 1866 米，成为厦门大学首
位完成深潜科考的科学家。

首次深潜：

参与设计科考路线 实时记录水下作业

此次“探索二号”科考船于2024年8月15日从我国三亚
起航。

8 月 27 日，科考船抵达西菲律宾海，“深海勇士”号潜水
器开始执行第 734 次下潜任务。这是“深海勇士”号的一次
常规下潜任务，但对孟雅冰而言，却是她的首次深潜经历。

早上 8∶50，“深海勇士”号潜水器正式下潜，这趟 8 小时
潜水科考的目的地是加瓜海脊。

随着潜水器缓慢下降，周围的光线逐渐消失，取而代之
的是一片深邃的黑暗。孟雅冰回忆道：“随着深度不断增加，
我心跳加速，但这没让我感到恐惧，反而激发了我对未知世
界的探索欲。”

作为科学家的孟雅冰坐在右舷，主要负责操作云台录像
设备、实时记录水下作业情况，并确认海底生物样品的采
集。中控坐着主驾驶员，负责操控潜水器；左舷的副驾驶员
则协助驾驶、采样、拍摄等。

潜水器下降时，舱内温度也慢慢下降。“驾驶舱里，温度、
湿度都被严格控制，我没有感到不适，就是温度降低后，加了
一件外套。”身材娇小的孟雅冰说，虽然驾驶舱的空间不大，
但她能够站立，还能随时变换坐姿。

深海中没有光线，孟雅冰只能依靠潜水器的强力灯光照
亮周围环境。“潜水器每一次坐底，透过舷窗，我看到海底的
沉积物层纷纷扬起，尽管那片海域的海底生物不多，但看到
在极端海底环境下生长的珊瑚，仍十分震撼。”她说。

航次首席科学家与孟雅冰设计了此次海底科考的路线
——在加瓜海脊的六个点位采样，六个点位在海底呈现“门”
字形。按照预定的路线规划，孟雅冰在下潜的 8 小时内，采
集样品、记录数据、拍摄照片……任务清单顺利完成。

虽然是首次潜水，孟雅冰的这次下潜过程十分顺利：“深
潜是一项技术和心理上的双重挑战。虽然对未知的深海环
境充满敬畏，但我对深潜团队和设备的专业性有足够的信

心，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始终坚信科研的价值远高于个人
的恐惧与担忧，我很享受这趟深海科考之旅。”

采集样品：

仔细观察海底地形 寻找珊瑚生长轨迹

孤零零的竹节珊瑚、成片的死亡珊瑚、偶尔游过的深海
鱼……翻阅电脑里的照片，孟雅冰笑着说道，“没有庞然大
物，也没有成群的鱼，海底生物分布较为稀疏，有点像荒漠。”

这次下潜位置最深为1866米，是个海底火山脊，孟雅冰
和团队的任务主要是采集沉积物、水样以及冷水珊瑚样品，
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采集到高质量的深海样品。

在探查过程中，孟雅冰通过潜水器的灯光和高清摄像设
备，仔细观察海底地形，寻找珊瑚的生长轨迹。

当发现珊瑚时，她需要记录水流方向、珊瑚与水流朝向
等环境参数，由潜航员使用机械臂对样品进行小心采集。

“我们在加瓜海脊的潜次中，一直希望能发现冷水珊瑚
林，但冷水珊瑚的分布非常分散。”她说。

当然，在深海中寻找冷水珊瑚的过程，也有惊喜。让孟
雅冰印象深刻的，是海底里的海绵与海百合，“黄色的海百合
附着在白色的海绵上，这说明海绵可以在深海里为其他生物
提供栖息场所。”

“由于深海环境较为苛刻，机械臂的操作需要极高的精
准度，确保尽可能少地破坏珊瑚的自然结构。”她说，整个过
程中使用 4K摄影和云台录像，完整记录了珊瑚采集的每个
细节。这些影像资料为后续的实验分析提供了宝贵数据，也
为未来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逐梦深蓝：

分析采集到的样品 探索深海碳储存潜力

提到海洋，孟雅冰总是不自觉升高语调。她外表柔弱，
小时候很少见到大海。求学期间研究的是生态环境，与大海
也没直接联系。

不过，博士后出站，她机缘巧合进入厦门大学碳中和创
新研究中心焦念志院士团队，开始研究海洋。越是研究深
入，她越被大海吸引，她说：“我记得第一次接触海洋碳汇理
论时，焦老师谈到如何通过增强海洋碱度来提升海洋碳吸收
能力，让我醍醐灌顶，找到了科研的方向。”

这次能够参与深潜科考，离不开孟雅冰参与的由焦念志
院士牵头引领的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Ocean Nega⁃
tive Carbon Emissions，以下简称 ONCE 计划）。她说：“焦老
师一直强调，实现碳中和，既要减排，更要增汇。ONCE计划
的目标就是打造服务于碳中和目标的战略科技力量。”

此次深海科考收集的样品，为孟雅冰的研究提供了宝贵
的数据。她说，未来，她将集中分析这些样品，并探索深海环
境中的碳储存潜力。

“每一次深海探测，都是人类向未知世界迈出的重要一
步。希望你们不仅完成科研任务，更要将探索精神带到未来
的工作和生活中。”这是孟雅冰出发前，焦念志老师给她的叮
嘱。她说，这些话不仅为她的航次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更是
科研生涯中的座右铭。

通过潜水器小小的舷窗，孟雅冰第一次直面深海。返回
厦门后，她回到了实验室、教室里，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缓解海洋酸化，提升海洋碳汇能
力，从而应对全球变暖的气候变化。但这只是海洋研究中的
一小部分。”她说，“我的深海研究才刚开始，希望第一次之
后，还有更多探索的任务等着我。” （来源：厦门日报）

科学家风采科学家风采

“80后”科学家孟雅冰：

随“深海勇士”潜入海底1866米

孟雅冰，36岁，山东人。厦门大学碳中和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长期从事环境工程微生物研究，承

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以第一/通讯作者在国际重要SCI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参与ONCE国际

大科学计划，负责污水碱化增汇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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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全面振兴集聚人才力量
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承办永定区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