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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詹彦、许雄、陈志豪

　　金秋的晋中大地，平川、丘陵、山
区，处处硕果累累，空气中弥漫着丰收
的味道。
　　肥沃的土地上，一群青年职业农
民以田野为青春起跑线，从躬身学习，
到掌握农业生产要领，再到跻身农业
生产的“带头人”，耕耘着属于“新农
人”的田园牧歌。
　　这些满怀抱负的年轻人，从城市
走向农村，将所思所学实践于田间地
头，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他们的青春
故事。
　　这些熟悉乡情、热爱农村、喜欢接
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人，用智慧和汗水
浇灌家乡这片热土，为农村经济发展
带来崭新活力。
　　这些懂技术、善经营的年轻人，在
田野中相识，在交流中相互了解。投
身农业的共同理想，让他们从单打独
斗，走向联合互助，一起迎击市场的
巨浪。

向田野进发

　　从山西省晋中市出发，向东南方，
汽车行驶约二十分钟，一片一望无际
的核桃林出现在眼前。按照导航，沿
着田间硬化路，记者找到程子昂所在
的晋中林果丰种养专业合作社，这里
也 是 晋 中 市 青 年 农 民 联 合 会 的 所
在地。
　　“核桃林从父亲那辈就开始种
了。”程子昂说，但过去这片核桃林他
只来过两三次，2014 年之前，他还在
太原从事互联网行业。那时他觉得互
联网才是风口，种核桃搞不出大名堂。
　　“当时地里道路泥泞，一下雨车就
开不进来，上千亩的核桃林靠步行很
难管理。而且村里环境也差，所以打
心眼里不想回农村。”程子昂回忆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在悄悄发
生着变化。田间泥泞的土路变成了柏
油硬化路，村里的人居环境变得越来
越好。“国家这些年对农村持续投入，
农村环境、交通都变好了，真正具备了
投资的价值。”程子昂说。
　　农村新变，在外的游子酝酿着
归心。
　　“你想不想回去？”“想！”“那一起
回！”当思想的涟漪相互碰撞，涓涓细
流演变为澎湃浪潮，返乡创业的决心
便无法被阻挡。
　　 2014 年，程子昂开始回乡创业。

“当时已经出现了青年回乡创业的热
潮，我和创业者之间碰撞交流，内心的
这种想法在不断强化。”他说。
　　“我终于横下一条心，返乡，干！”
就这样，有着出国留学经历，在山西太
原已经打拼多年的程子昂，又回到农
村，重新成为一名农民。
　　青年走向农村的理由有很多，职
业方向能和兴趣联系在一起，是幸
运的。
　　因为蘑菇大棚种得好，37 岁的黄
超已成为晋中市太谷区远近闻名的

“菌叔”。2008 年，正在山西农业大学
上大三的黄超开始在学校周边农村承
包大棚种植食用菌。黄超自己也没有
想到，上学时的兴趣实践会成为今后
创业的“独家秘笈”。
　　后来，山西农业大学成立了大学
生创业园，让更多有志于农业种养的
学子有了学习、交流、试验的空间。他
也搬了过来。现在黄超已经种植了
20 个蘑菇大棚，事业越干越大。
　　“我是学农学的，这也是我的兴趣
所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希望把所学专
业和职业结合起来。”黄超说。
　　就这样，大学毕业后的他成为新
一代的农民。最初家人觉得他上了大
学还在农村种地，并不理解，总劝他能
不能找个其他工作。随着“蘑菇”事业
发展迅速，黄超也渐渐得到了家人的
认可。
　　“现在不仅我自己在干，我还把父
母、妹妹和妹夫都从湖北老家接了过
来，一家人一起干！”黄超说。
　　鸿雁总要南飞，有些人走出农村，
是为了更好地回归。
　　“只有在农村我才觉得踏实，我知
道我一定会回来的。”在晋中市榆次区
大伽南村，80 后女孩武祝琴走在自己
的果园里，天刚下过小雨，一颗颗青苹
果上挂着小水珠，长势喜人。

　　武祝琴是在苹果树下长大的孩
子，家里几代人都以种苹果为生。“小
时候我喜欢让爷爷背着我去苹果地
里，在爷爷的背上摘苹果吃是我童年
最快乐的回忆。”武祝琴说。
　　 2006 年，武祝琴考上了北京服
装学院，毕业之后，她与朋友一起在北
京创业，做起了服装设计的相关工作。
　　在快节奏的北京生活几年后，武
祝琴开始怀念农村的日子。一次在超
市购物时，武祝琴看到一位老人抱着
孩子在货架前挑选苹果，这个场景让
武祝琴又想起了在爷爷背上摘苹果的
日子。
　　从那时起，回家的想法在武祝琴
脑海中愈发强烈，她开始每天不自觉
地思考如何在家乡发展农业。
　　有一天，武祝琴终于不再纠结。
回乡！从新开始！

把根扎进泥土

　　回乡创业之路注定不会轻松，也
不会一帆风顺。
　　程子昂不是学农学的，除了父亲
传授的经验，仍然有许多知识需要学
习，但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有次在外和客商洽谈销售业务，
对方见他并不专业，竟认为他只是中
间商，不愿和他继续谈下去。还有一
次，他在分享会上向农民推介核桃种
植，农民见他还不如自己专业，纷纷离
席，分享会险些成为“独角戏”。这些
都让程子昂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种
植、销售是一个完整链条，他本想从最
擅长的销售入手，却事与愿违。
　　回到家的程子昂潜下心来，开始
一门心思钻研起核桃种植，向父亲请
教，向请来的果树专家请教，向雇佣的
农民请教——— 他要自己成为核桃种植
领域的专家。
　　作为专业的农学毕业生，黄超的
创业路也不是一帆风顺。
　　“课本和土地是两个范畴，有了理
论知识，不一定就能种好地。”黄超说，
怎么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个过
程他摸索了好几年。
　　 2008 年从学校毕业，一直到
2012 年，黄超一直在学习如何成为一
名“农民”。
　　“因为技术不成熟，种蘑菇赚不到
钱，一个大棚可能还要赔两三万元。”
黄超解释说，这并不是在学校学得不
到位，而是实践中的影响因素更多，要
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尝试。

　　随着经验的积累，黄超建立了自
己的生产标准和管理制度。2015 年，
黄超经营着一家自己的食用菌农业合
作社，还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商标。他
说，那时候才感觉自己真正地成长为
一名职业农民。
　　此时，熟练掌握食用菌种植技术
的黄超开始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那
时候去了一些山区县帮助农民种植蘑
菇，这也为我后来长期为农民提供技
术服务开了个头。”黄超说。
　　用黄超的话说，农业虽是传统产
业，可里边的门道多着呢。有时看似
熟悉的农产品，想要做大做强却未必
容易。
　　虽然从小在苹果园里长大，回到
农村的武祝琴却一筹莫展，不知从何
做起。“想要把小苹果做成大产业，需
要在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打开新的思
路，那时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需
要探索。”武祝琴说。
　　 2014 年，晋中市的一项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给了武祝琴启发。“我原来
做服装设计，深知品牌的重要性。农
产品要做大做强，也必须有品牌支撑。
要创品牌，就要树立鲜明的产品形象，
要找准定位，锁定自己的用户群体。”
武祝琴的创业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思路确定了，剩下的就是一步一
步去执行。她以自己的小名“清清”命
名成立了“清清苹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在网上找到苹果供销商引进优质
苹果种子；同时严把质量关，全面使用
农家肥、生物制剂和有机肥以及病虫
害物理、生物防治技术；在销售端，武
祝琴采用认养苹果树等“私人订制”的
方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沉甸甸的收获

　　只要找准了方法，努力就会有
回报。
　　从程子昂的父亲开始，经过两代
人十几年的努力，他们从全国各地选
育的 1600 多种抗冻、丰产样本，终于
有一株发生芽变，适应于晋中当地气
候特点的抗冻丰产核桃新品种诞生
了！现在，这一新品种已经推广到
6.4 万多亩。
　　“一个农业新品种，经过十几年的
时间就培育成功了，不能不说是一种
极大的幸运，但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
努力，也就没有最后的运气。”程子昂
说，因为果树存在老化的问题，并且市
场上的品种也在不断优化，他们的核

桃树品种将来还会不断迭代。
　　除了新品种，新技术也在程子昂
的推动下快速推广。现在程子昂的合
作社核桃采收和初加工环节都实现了
机械化，只有拉枝、修剪、嫁接以及日
常巡查、病虫害防治还需要人工，灌溉
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果树种植管
理现代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身怀绝技”的“菌叔”黄超，成为
很多学弟学妹心中的榜样。他的蘑菇
大棚也成为许多农大学子的“实习基
地”，每年，都有数百名大学生前来学
习种植技术和大棚管理。
　　随着名气增大，前来取经的农户
也越来越多，“菌叔”开始带动周边农
户一同致富，以优惠价为农户提供菌
包，并手把手进行技术指导。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黄超的重心
从种植食用菌变成了“蘑菇导师”，开
展培训、传授技术、帮忙销售……在
种、收、销等环节为乡亲们提供一条龙
服务。在他的帮助下，山西太谷、和
顺、孝义等地的数千户农民搞起了蘑
菇种植。
　　“乡村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探索
和坚持。与父辈不同，我们掌握技
术、懂得管理。我们的梦想就在农
村，虽然辛苦但也值得。”黄超说，未
来他想继续带着学弟学妹研究食用
菌，将种植技术向乡亲们免费推广，
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
献一份力量。
　　在武祝琴的努力下，“清清苹果”
也逐渐发展壮大，形成规模效益。“榆
次苹果”在她的推动下成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魏榆优品”作为区域公共
品牌使用。自从有了自己的品牌，当
地苹果收购价格比原来翻了 2 倍，农
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从带动种植到
雇工，武祝琴的合作社共帮助当地
3600 余户农民增收致富。
　　除了创苹果品牌，农旅融合发展
也是武祝琴的重要关注点。她的“清
清苹果共享农庄”拥有两百亩果园，共
种植苹果、无花果、柚子等 200 多种
水果。农庄内还有露营、烧烤等休闲
娱乐场地，不断吸引附近游客过来游
玩、采摘。农庄内新开辟的草坪婚礼
场地，也即将迎来一对对新人，满足年
轻人举办特色婚礼的高品质要求。
　　除此之外，“私人订制”苹果树的
销售模式也受到不少城里人的青睐。

“订制人看得见树，摘得到果，不仅吃
得 放 心 ，更 增 加 了 体 验 性 。”武 祝
琴说。

  农村成为青年创业、就业

的“蓝海”

　　农村田野间的微风，正在返乡青
年心中掀起涟漪。
　　从北京的服装设计师摇身一变成
为晋中市的职业农民，武祝琴也曾受
到过许多质疑，面对那些不理解的目
光，武祝琴总是笑着说：“我是在苹果
树下长大的孩子，我有信心在苹果地
里干出一番天地。”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统计，截至“十
三五”时期末，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
1010 万人，青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新时代的农村并没有辜负归乡旅
人的理想抱负，广袤的田间地头正成
为他们施展才华的天地。
　　农业农村部在 2021 年 8 月发布
的文件中提出，将对符合条件的返乡
入乡创业青年，及时落实税费减免、场
地安排等政策。
　　同时，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认定了
1096 个各具特色的全国农村创新创
业基地（园区）和 200 个农村创新创
业典型县，为返乡入乡创业青年提供
低成本、全要素、便利化的创业服务。
　　有了政策的鼓励支持，回乡创业
的青年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在各自的
领域干出了一番成就。发展个人事业
之余，他们也在为更好的农村创业环
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8 年 8 月 18 日，在数十名青
年农民的努力下，晋中市青年农民联
合会成立。“成立之初，我们想把晋中
市所有返乡创业青年和在基层务农的
青年组织在一起，实现联合、融合发
展，同时还能为乡村振兴事业，也为周
边的农民做一些贡献。我们希望号召
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现在我们已
经有了 91 名会员。大家的农业生产
经营，也从过去比较零散的状态，逐渐
组织到一起，有了一个相互交流，取长
补短的机会。这种交流互鉴也帮助很
多青年创业者规避了误区，少走了弯
路。”晋中市青年农民联合会会长程子
昂说。
　　“这个联合会是青年农民凝聚的
平台，会员多数为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平均年龄仅 33 岁，通过联合会的运
行产生更广泛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联
合会会员的各个农业创新创业实体已
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试验田。”分管
晋中市青年农民联合会的共青团晋中

市委少工委主任卢艳俊说。
　　为了进一步培养造就新型农民
队伍，推进乡村振兴，现在当地以晋
中市青年农民联合会为基础，又成
立了晋中市服务“新农人”的双创联
盟，成为当地凝聚农业人才的支点，
推动了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
的良性循环。
　　在互联网时代浪潮的推动下，
青年对于农业经济的数字发展提出
了更高的期待，曾经远离网络的农
村也正向数字经济产业迈出自己的
步伐。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积极推进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全产
业链深度融合与应用，大力发展农
村电商，拓宽农产品销路，促进农业
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数字化时代已经实现信息和
技术共享，逐步填平了大城市与乡
村的鸿沟，越来越多的互联网职业
已经不再受到城市的限制。所以很
多青年自然也就愿意返乡，在归属
感较强、压力较小的家乡工作。”山
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耿晔
强说。

新农人、新田地、新未来

　　随着农村创业环境全方位地改
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断为农村
发展注入新活力。
　　较早投身农业的一批青年创业
者逐渐成熟，“新农人”之间的传帮
带效应愈发凸显。
　　多年来，黄超的大棚里不停有
新的青年身影穿梭其中。他的许多
师弟师妹都来到他这里学习蘑菇种
植技术，黄超对于他们也是倾囊相
授。经过他的悉心指导，不少学习
农学的师弟师妹又投身到农业产业
当中。“现在山西种蘑菇的年轻人，
很多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黄超
很自豪。
　　在“新农人”的影响下，一些更
年轻的面孔也逐渐出现在农村的舞
台上，历经沧桑的黄土地迎来了崭
新面貌。
　　今年，晋中市青年农民联合会
又迎来了一位“95 后”新会员。
　　毕业于美国特拉华谷学院农业
商学专业的霍佳丽经过四年的学
习，系统掌握了农业发展和经营知
识。毕业后，霍佳丽毫不犹豫回到
了家乡晋中市寿阳县。
　　“家乡对我来说，有一种独特的
吸引力，我要把我所学的知识和本
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
时代的农人。”霍佳丽说，“回乡后，
我和返乡创业的青年一起交流经
验，讨论共同遇到的瓶颈，收获很
大。”
　　“青年农民联合会的成员个个

‘身怀绝技’。这些志同道合的‘新
农人’，互通有无、信息共享，‘生’在
泥土里，‘长’在田埂中，在农村广阔
天地中担当作为。”卢艳俊说。
　　晋中市委书记吴俊清认为，这
批年轻人敢于打破传统常规、突破
固化藩篱、勇于探索创新、实现破茧
重生。
　　“返乡青年与其父辈们相比更
懂技术、擅管理，也更懂得团结协
作，他们拥有更为现代化的农业生
产技术，懂得对农产品进行品牌化
处理，善于运用电商与冷链物流，懂
得把村民组织起来抱团取暖、合力
创业，所以有了新农人的加入，可以
帮农村解决产业规模小、力量弱、资
金少等问题，赋予传统农业全新的
活力。”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耿晔强说。
　　 2021 年 12 月 2 日，新电商拼
多多发布了《2021 新新农人成长
报告》。报告显示，在拼多多平台
上，1995 年之后出生的“新新农
人”已经成为推动农产品上行的崭
新力量。截至 2021 年 10 月，该平
台的“新新农人”数量已超过 12.6
万人，在涉农商家中的占比超过
13%。
　　如今，乡村里不断涌现的新农
人，正在广阔的新田地上茁壮成长。
　　未来，这里将是一片丰收的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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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目前，安徽依托科技
领军企业，组建了 4 家省级创新联合
体。“科技领军企业根据主体研究方
向，围绕产业链上下游选择合作共建
单位。”安徽省科技厅成果转化与区域
创新处三级调研员薛军说。
　　荃银高科在国内水稻领域的品种
研发、选育和推广方面位居前列，企业
牵头组建安徽省水稻种业技术创新联
合体，今年 5 月，他们买断中科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吴跃进团队依托安
徽省科技重大专项的项目成果———

“谷草兼用”脆秆水稻关键基因及其应
用技术，并积极推动产业化，取得了良
好市场反馈。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发挥了研判
市场、成果推广的作用。”荃银高科相
关负责人说。
　　据安徽省科技厅统计，全省的省
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有一半为高
新技术企业承担；全省 132 家新型研
发机构中，85 家为高新技术企业牵头
组建。
　　围绕市场需求，安徽还出现了校

地合作新模式。天长市是国内仪器仪
表、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曾面临产品
低端、核心技术缺乏、转型升级压力大
等困扰。当地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创
新平台，校方编制项目指南，将企业技
术需求“传导”回学校科研一线，支持
多个支柱产业转型发展。

  遵循市场逻辑 打造创

新生态

　　“我们不断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

能，探索让企业发现市场需求、让科学
家研判技术前景、让市场验证‘赛道’
价值。”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夏辑说。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
新链布局产业链，安徽省用“市场逻
辑”不断优化制度，从“平台思维”到

“场景思维”，打造出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联动相融的新生态。
　　据介绍，安徽不断发挥政府在

“产”和“研”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向企业征集需求，已成为安徽科技创
新常态化制度安排，每年的“揭榜挂

帅”榜单全部来自企业需求。
　　“我们还邀请企业代表参与相关
论坛，提出技术需求，让他们参与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决策过程。”合
肥市发展改革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创新管理处处长张杰说。在安徽省
科技厅，相关部门还从企业中征集并
编制出首批 60 项“以应用研究倒逼
基础研究”任务清单，用于组织研发
项目实施。
　　安徽省科技厅数据显示，2015
年到 2021 年，安徽部署新型显示、新

一代通信技术等 34 个领域，累计
支持项目 1168 个，省财政投入
18.79 亿元，引导市县投入 14.32
亿 元 ，带 动 项 目 承 担 单 位 投 入
135.26 亿元。
　　安徽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主导的成
果转化机制和创新链、产业链、人才
链、资本链融合体系的建立，催生了
更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并逐渐成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
持续动力。

  ▲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北田镇杜堡村，程子昂在展示
收获的核桃。             资料图片

  ▲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武祝琴在清清苹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果园里忙碌（8 月 10 日摄）。本报记者陈志豪摄

  ▲霍佳丽在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田益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农庄里忙碌（8 月 11 日摄）。  本报记者陈志豪摄

  ▲在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黄超（左）和食用菌种植户在
查看蘑菇生长情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