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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首届农机班
!!名大学生，清一色男生，口袋里有一张其他

大学生没有的“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拖拉机驾
驶证。最近三夏农忙期间，在松江区洞泾镇的农田
里，就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只不过，他们身边还
会不时有老师傅上前做技术指导。
在市农业部门支持下，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去年起开办了首届农机班，培养拖拉机手、插秧机手、
收割机手。这也是上海在中断了二十年后再度培养
“科班”的农机手，也是本市首次培养大学生农机手。

高工教授专业课
洞泾镇农机站站长张平这几天可忙了。在田间，

他要教各种农机的操作技术。烈日下，与农机打了几
十年交道的他，对大学生们讲起耕田、秸秆还田等技
术来真是头头是道；收工后，回到农机站，张站长又
要将同学召集到拖拉机、收割机跟前，轮式拖拉机水
温高的原因是什么、农机维修的安全生产措施有哪
些……一个个问题他都会亲手示范讲解。
为了培养这批学生，农林职业学院下了本钱也

动足了脑筋。目前上海农机系统的正高级工程师和
研究员共有 "名，其中有 #人已经受聘到农机班上
课，教授农机实训、农机概论、农机机电等课程。那
么，大学生学农机技术，能安心学农、务农吗？薛振林
说：“现在就是想承包农田种粮、种菜也不是很容易
的哟，当农民比当‘居民’要难啊！”

将来工作有保证
“现在全市的拖拉机手、农机管理员普遍年龄偏

大，有的已经接近退休年龄。”负责 !!名大学生农机
手实训的松江区农机推广员薛振林说，现代化大都
市需要农业，而发展现代农业自然离不开一批又一
批懂得现代化农机操作、维修和管理的年轻人。

金立煌同学笑呵呵地展示着他的驾驶证：“看，
我能开大小型拖拉机、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操纵杆
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呢。”周唐祺住在长宁区，现在已
经能熟练地开着“久保田 $%&型”拖拉机翻田作业。
家住奉贤的汤晨俊同学说，虽然家里祖辈是农民，但
到他父母这辈已经改行，没想到现在自己却学上了
开拖拉机，要与农田打交道，不管怎么说，还是件蛮
开心的事，将来的工作也有了初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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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田野里苦练拖拉机驾驶技术

! 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探讨技术! 金立煌同学已获得拖拉机驾驶证! 学生们还要学习机械维修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