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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席敏、邵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记者近期在山东
茌平、寿光、滕州、邹平等地看到，一群年轻农民
忙碌在大棚、麦地、果园间，他们中的很多人是
外出求学、打工、创业多年又回到农村的职业农
民。带着新的理念和技术，年轻的他们从父辈手
中接过宝贵的土地。

新农人

田间涌现更多年轻人身影

山东是我国农业大省，各项农业经济指标
均位居全国前列。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一
些农村地区曾出现年轻人流失严重、青壮年劳
动力缺乏的现象。随着山东农村环境日益改善，
农业发展前景越来越清晰，一些年轻人开始返
回熟悉的乡村。

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曾以种植小麦和玉米
为主，大批年轻人外出务工。如今，这里的大棚
蔬菜喷红吐绿，一群“80 后”“90 后”农民忙着摘
下蔬菜，送往村里的交易市场。

今年 28 岁的任再勇曾在威海一家水产加
工企业上班，年收入 5 万多元。2016 年，看到村
里大棚蔬菜搞得风生水起，他也回到耿店村建
起 3 个大棚，去年纯挣 15 万元。他说：“种大棚
收益不比上班差，还能就近照顾家人。”

在耿店村，和任再勇一样返乡的年轻人不
在少数。该村党支部委员耿传喜最近做了统计，
近两年来村里在外打工的 200 多人已陆续回村
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和销售。

记者在邹平县九户镇见到宋学东时，他正
准备动身去北京和客户对接今年的小麦订单。

今年 35 岁的他看起来信心满满，近两年他从
邹平县等 6 个县区流转 17 万亩地种小麦，去
年卖价比市场价高出 10%。

父辈都是农民的宋学东 2006 年从一所
高校本科毕业后，曾在上海一家公司做软件
开发，后来创办了一家游戏公司。在外闯荡
10 年后，他毅然回到邹平老家，利用广泛的
人脉，带回来上亿元投资，还与国内大型面点
加工企业签下长期订单合同。

在蔬菜之乡寿光市， 27岁的孟德隆两年
前从一家工厂辞职返回纪台镇农村老家，他和
父亲从村里流转了 40亩地后，种了 14个葡萄
生产大棚， 3个试验大棚，去年葡萄平均亩产
超过 8000斤。父子俩一起培育出近 10个葡萄
新品种，葡萄苗远销青海、安徽等地。

“现在的农村环境和农业发展条件与过
去大不一样，不仅能从农业种植中尝到收入
的甜头，而且越来越有奔头。”孟德隆说。

新腾飞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科技是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因
素。行走在山东各地农村，记者发现，一些年
轻的新农人带来一些父辈从未有过的新气
象。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在科技带动下悄然发生改变。

今年 27 岁的曲建强是山东诚丰农化科
技有限公司的一名“老机长”，最近几天正忙
着用无人机给农田喷药，才 3 天时间，就已经
作业 5000 多亩。他说，和过去父辈背着手动
喷雾器打药不同，他可以同时用 3 架无人机
喷药，既轻松又高效。

在滕州市羊庄镇，“80 后”刘超将大数据

引入了自己公司承包的 2000 亩樱桃地管理
中。他记录每天的浇水量、温度、光照等信息，
运用大数据分析最适宜樱桃生长的指标来指
导生产。看到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他与国内大
型电商企业、超市签下了长期合作合同，原来
5 元 1 斤的樱桃，现在能卖到几十元 1 斤。

农村有了先进的科技管理手段，农业生
产也变得越来越智能。在滕州正德康城蔬菜
合作社，通过物联网传感技术，技术人员随时
可以监控到草莓地里的氮磷钾浓度和水分含
量。“有了这套系统，地干了能自动浇水，缺肥
了能自动施肥，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合作
社理事长李国说。

年轻人源于田间地头的科技研发为农业种
植前景增色不少。在邹平县长山镇， 35岁的
杜青经营的蘑菇大棚里，乳白色的菌棒整齐排
列，一簇簇蘑菇已破土而出。从南开大学毕业
后，杜青和多家农业高校院所对接，不断培育
新的蘑菇品种，不仅将菌棒出口到国外，还带
动周边十几个农户种植蘑菇，一年可增收 4万
余元。

邹平县农业局副局长卢玮说，职业农民
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科技元素，促进了当
地农业转型升级。在他们带动下，农业生产方
式更先进了，正由粗放式向精种精管转变。

新征程

在产业融合中推动乡村振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是重点。”作为我国农业产业化最早
发源地，山东提出打造农业产业化升级版，推
动农业在更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为打造一支符合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需要的

职业农民队伍，山东省制定了 2016 年至 2020
年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案，以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为骨干，培育 50 万新型职业农
民。

记者采访发现，在山东各地针对职业农
民培训的创业孵化中心、“田间课堂”等正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为职业农民带动产业融合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寿光市，大学生孵化创业平台孵化培
育的 92 家企业中绝大多数是与农业相关的
企业。寿光市人社局副局长李益全说，这些新
农人通过培训，能与资金、技术紧密对接，掌
握农业特点和把准市场需求，能更好地用市
场理念带动农业生产。

通过政府引导和系统化培训，返乡年轻
人不局限于田间地头的简单收获，他们还用
先进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六产”发展。

枣庄云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振华
带着 20多个“ 80后”“ 90后”，正在滕州
市北部的山脚下平整土地、搭建暖棚，为现代
农业生产打基础。他说，现在农业生产并不仅
仅是满足口粮等物质上的需求，依托农业可延
伸出民宿、休闲娱乐、文化、科普教育等多种
业务形态。

今年，宋学东计划将 17 万亩小麦地逐渐
全部采用订单生产模式，并将公司转型成可
为其他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提供良种培育、
采购、烘干和仓储等一体化服务的公司，既发
展壮大自己的企业，也带动周边农户增产增
收。他说：“未来的农业还有很多潜力可挖。只
要掌握技术，理性面对市场，投身乡村振兴就
有奔头、有干头、有甜头。”

新华社济南电

带着新的理念和技术，年轻的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宝贵的土地

乡村振兴征程上，不一样的职业农民

春耕一分忙 ，秋季多打粮 。
2018 年的春耕已经进入了尾声。近
日，记者在广西百色市右江区、桂林
市灌阳县等革命老区走访春耕一线
时感受到，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农
业机械化日益普及，老区农民春耕
的效率大大提高。

在百色市右江区四塘镇永靖
村，记者看到甘蔗地里一派繁忙景
象：大型拖拉机翻耕土地，甘蔗种植
机省力省时，蔗农只需要在一旁为
农机手打打下手。

正在为这片土地耕种的是右江
区四塘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早在
两个月前，农机合作社就已经开足
马力到各村服务农户了。”合作社负
责人李炳康指着眼前几千亩甘蔗
地，满脸自豪地告诉记者，这些土地
90% 都使用机械耕种。现代化的农
业机械在每年春耕时都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不仅作业效率大幅提高，作
业水平和质量更迎来整体提升。

永靖村那爷屯村民苏锦练对机
械化耕种的感触颇深。以前耕种 4 亩
多甘蔗，全家人得花半个多月，“现在
几个小时就种完了，还节省出了一个
月的外出打工时间。”苏锦练笑着说。

右江区农机技术推广站站长潘
志许介绍，截至 2017 年底，右江区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60 . 4% ，其中水稻综合水平 83 . 4% ，
甘蔗综合水平 52 . 5% 。

“单就种甘蔗来说，农民以前 4
个人一天只能种一亩，现在使用机
械以后，一台机械一天可以种 10 到
18 亩。”潘志许说。

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灌阳镇上
王村，记者见到龙祥发时，他正在指
挥几位村民将秧苗从育秧大棚中搬
出，放入插秧机中。

龙祥发是当地出了名的“职业
农民”。从 2007 年开始，龙祥发看到
村里不少水田因为无人耕种而成为
荒地，凭借早年走南闯北积累的阅
历，他决定在本村集中流转土地，开
始进行规模化的水稻种植。为了将
水稻打理好，他每年都要外出学习
最新的水稻种植技术。

龙祥发介绍，以往在田里自然育秧，秧苗需要生长差不
多 30 天方可移栽，现在用大棚 15 天左右便能移栽，育出的
禾苗粗壮、增产，还节省空间与劳动力。“380 平方米的大
棚，育出的苗可以种 220 亩水田。”他说。

稻谷烘干机、插秧机、收割机、机械喷雾机、植保无人
机……走在龙祥发的水稻基地，各类先进的农用机器让人
应接不暇。“从育秧到施肥到收割烘干，全部都是机械化。”

龙祥发说，全程使用机械化种植水稻每亩还能够节省 350
元左右的成本，他和十几位“职业农民”轻轻松松打理着
800 多亩水稻。

龙祥发以种植单季稻为主，部分种植双季稻，2015 年时
平均亩产达到 1500 斤。这两年龙祥发转而开始追求稻米的
品质，不再片面寻求亩产量的突破，反而有意识地将亩产量
控制在 1000 斤左右。“高质量的农产品市场十分广阔，我们
在种植过程中全部使用有机肥，力求做到绿色环保无公害。”

(记者农冠斌)新华社南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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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电(记者蔡馨逸)当下，秦岭山
区正值水稻育秧期，陕西省宁陕县许家城村的
村民计划着机械化育秧，大规模发展有机水稻
产业。可开动了机器，他们却发现在农技培训课
上学到的技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不得要领。

村民郭辉习惯性地拨通了高级农艺师田仕
荷的电话：“田老师，机械化育秧的技术我们还
掌握不好，想请农技队再给指导指导。”

“好，我们明天早上过去，你们准备好育秧
机。”田仕荷说。第二天早上 9 点多，头戴小红
帽、身穿红马甲的农技服务队员们准时出现在
许家城村的水田边。

在宁陕县，有一支特殊的“110”队伍：需要
农业技术服务的群众，只需拨打一个电话，农业

专家、县农技人员、职业农民、农村能人等组
成的农业技术志愿服务队就会在产业脱贫技
术服务 110 指挥中心的调度下，迅速赶到群
众身边，手把手提供技术服务。

“操作育秧机时要注意种子密度适中，营
养土厚度适中……”在田仕荷的指导下，村民
们撒种子、倒营养土、放秧盘。农技服务队员
挽起裤腿，和村民们一起下田铺秧盘、覆膜，
向他们演示技术要领。

“这下可彻底搞懂了。”郭辉拍掉手中的泥
土，接过田仕荷发放的技术手册，心满意足地
说，遇到技术难题立刻能得到专家们面对面、
手把手地教，“发展新产业，心里有底气多了”。

“大型农技科普培训犹如‘大水漫灌’，‘农技

110’服务则像‘精准滴灌’，采取菜单式服务方
式，以现场实训为主，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宁陕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剑波说。
自去年 10 月宁陕县建立起覆盖全县的

“产业脱贫指挥 110 体系”以来，指挥中心共
接听技术服务需求电话 116 余次，开展技术
培训超过 96 场次，服务群众 7000 余人次，服
务内容涉及有机水稻、魔芋、中药材种植，生
猪、林麝、中蜂养殖，以及林果栽培等多方面。

为了这次农技服务，职业农民邹德洲早
上 6 点多从家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上开车
1 个多小时赶到指挥中心报到。再和农技服
务队的队员们一起，坐了 40 多分钟的车，来
到许家城村。

自从加入志愿服务队，奔波两个多小时
参加农技服务，对邹德洲来说便成了常事。
“参加农技服务，不仅帮助了别人，也让自己
不断学习提高。”他说，“新型职业农民的知识
面要宽，种植养殖技术都要懂。”

“宁陕山大人稀，只靠县上的农业技术人
员，无法及时满足群众的技术需求。‘农技
110’整合了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土专家’等乡土人才，把他们培养成农技服务
员，扩大了服务范围，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
农技水平。”黄剑波说。

时过正午，农技服务队员们结束了他们在
许家城村的指导工作。一队“红马甲”走过山间
的吊桥，钻进面包车，还要赶往下一个服务点。

秦岭腹地农技服务“110”,一个电话立马到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郭强)记者从江西省农业厅获悉，作
为农业大省的江西将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大力培养新型
职业农民，力争到 2020 年全省新型职业农民达到 100 万人。

据介绍，江西省将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规范管理
和政策扶持体系，通过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育工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工程和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工程，
打造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江西省农业厅表示，目前，江西正在建立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对象库，全面掌握培育对象诉求，并对培育对象实行分
类管理，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江西新型职业农民

2020 年或达百万人

一瓶辣椒酱，让她成为乡
亲们口中的“辣椒婆婆”；60 岁
创业，让她成为乡村振兴脱贫
致富的带头人。

邹达英 1953 年出生于江
西省奉新县上富镇的一个偏僻
山村。90 年代初，她被调到镇上
的社区居委会工作。为了调节
邻里关系，她总爱把自己制作
的辣椒酱、咸菜送给左邻右舍。

外出打工的乡亲越来越多，大
家总要带上邹达英做的辣椒
酱。乡亲们都说，“带着‘辣椒婆
婆’的辣椒酱，就带上了家乡的
味道”。

“辣椒酱这么受欢迎，为什么
不把‘礼品’做成‘商品’？”2013 年，
退休后闲不住的邹达英在专业
人士的指导下，注册了商标，在镇
上兴办了江西达英食品有限公
司。独特的口味，过硬的质量，让
邹达英的辣椒酱、豆腐乳等系列
调味品“香”遍了城乡，2017 年一
年销售量就超过百万瓶。

“致富不忘乡里人”。邹达英
在厂里优先录用贫困村民，成立
辣椒种植合作社，免费向贫困户
提供辣椒种苗。当问到今后的打
算，今年已 65 岁的邹达英乐呵
呵地说：“咱们遇上了乡村振兴
的好年头，我要办好合作社，开
好食品厂，让乡亲们的日子都过
得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

大图：在江西省奉新县上
富镇，邹达英和员工一起在厂
里晾晒红辣椒（4 月 25 日摄）。

小图（左）：在上富镇庄田
村，邹达英（右）在询问种植户辣
椒秧苗的长势（4 月 25 日摄）。

小图（右）：在上富镇，邹达
英（右）在工厂查看辣椒酱的炒
制情况（4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影报道
新华社塔林电(记者郭春菊)近日，中欧青年农业实用

人才能力建设项目首批中国青年职业农民在爱沙尼亚首都
塔林结束了为期 14 天的访欧交流活动，中欧同行通过分享
各自在农业领域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增进了沟通与了解。

代表团团长、中国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副主
任罗鸣在结业式上致辞说，代表团先后到比利时、英国和爱
沙尼亚参观学习，了解了欧洲东西部的农业发展情况，与农
业企业和农业大学等相关人员做了深入细致的交流，对欧
洲农业相关政策、研究以及农产品生产、销售和农民组织等
情况有了全面认识。代表团此行收益多、感悟深、启发大，回
国后将因地制宜、改良推广欧洲的好做法。

欧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发展总司亚澳处主任安东尼
娅·莫雷诺说，全球农业目前普遍面临从业人口老龄化等挑
战。青年农民是振兴农业的关键所在，他们需要与政策制定者
沟通，获得政策支持，保障农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李超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以及中国-中东欧“16+1 合作”机制的逐渐成熟，中爱
两国经贸和农业交往不断增多。希望中欧、中爱之间多开展
实用性交流项目，进一步推进务实合作。

据介绍，首批 12 名中国青年职业农民属于有知识、懂
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来自海南、安
徽、江苏和湖北等省份，分别从事花卉、水果、养殖等产业，

年龄最大 40 岁，最小的则是“90 后”。

中欧青年农业实用人才能力建设项目由中欧双方于
2017 年 4 月启动，项目将持续 18 个月，包括欧方赴华和中
方赴欧交流各两批访学活动。

我国职业农民访欧

交流农业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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