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敏芳：
让农民种田更轻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杨娟

见到董敏芳时，她身着粉色衬衫、深蓝色
西裤，脚踩一双小白鞋，透着一股子干净、干练
的气质，完全不像是印象中的种粮人。“自古以
来，我们农民种粮都很苦，所以我一直有个梦
想，就是让农民能轻松种田，甚至穿着白球鞋
也能干农活。”董敏芳笑着对本报记者说。

正是怀揣着这一梦想，2013 年，董敏芳毅
然辞去长沙通程百货店长职务，回到家乡湖南
省岳阳县筻口镇潼溪村，领办了岳阳县丰瑞农
机专业合作社和岳阳县润升水稻专业合作社，
从一名城市白领转变成一名新农人。

在董敏芳看来，新农人既要新在思想上，也
要新在技术上。“一定要用新思想和新技术，用
心做服务，带着农民一起轻松种田、合作共赢。”

为了做好服务，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建成了
一个粮食产业社会化服务中心。服务中心配备60
多台（套）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等设备，

采取“合作社+农户+基地”运营方式，实行优良品种、绿色防控、机械化服务、订单收购和品牌销售“五个统一”，为
种粮农户实现了“一条龙”式的机械化服务。如今，合作社全托管土地面积超过8000亩，半托管服务超过4万亩。

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收。2020年，为了解决筻口镇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秧苗需求缺口，合作社
建起全新机械化育秧基地，解决了循环育秧的难题，同时扩建一座育秧催芽暗室。晚稻
育秧则引进旱地育秧新技术，彻底突破了育秧规模瓶颈。目前，丰瑞育秧工厂每季能为
2万多亩稻田提供机插秧苗。

从牛耕到机耕，从“栽禾”到抛秧再到机插，从手摇式喷药到“飞防”，董敏芳带领乡
亲告别了日晒雨淋的苦和累。“机械化只是我们在现代农业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目前，
我们正朝着农业数字化、智能化迈进，打造了‘智慧农业’示范基地。”董敏芳介绍。

在智能育秧的基础上，丰瑞农机合作社投资220万元，以“高效节水灌溉系统”为主
攻项目，配套“四情”监测系统、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成了岳阳市首个全过程远程监
控、产品可追溯的900亩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基地用水通过沟渠从水库引水，在泵房实现了水肥一体化。泵房
抽水机开关通过手机APP端控制。供水管网系统建在地下一米深处，
田间供水也由手机APP端操作阀门控制。

智慧农业控制中心，由监控系统搭配气象系统组成，在实现农田生
产现场可视化的前提下，实时监测产地的风速、雨量、温度、湿度、气压、
风向和光照度等信息。管理员通过控制中心下达指令，通过移动APP
端口操作，执行远程一键供水。作为实现产品全程质量追溯系统的重
要环节，智慧农业云平台则进一步对接厂区和基地，实行同步监控。

数字化的智能管理，让种田做到了“脚不沾泥，
手不碰水”。在董敏芳引领的新业态下，种田更省
工、省力、省心，不再是粗活、脏活、累活的代名词。

经3年自考学习，董敏芳去年获得了湖南农业大
学农学专业本科文凭，她希望用知识指
导实践，给更多农民传授最新的
种粮技术。

董敏芳在田间察看晚稻生长情况。资料图

张继新：

返乡带富村民的“养牛大王”

张继新在养殖基地察看饲料情况。 资料图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见习记者 刘云

安格斯、西门塔尔、荷斯坦……阴山脚下的
乌兰布和沙漠一隅，1 万多头毛色发亮的牛在蓝
天白云下悠游散步。“这个占地 3000 亩的沙漠肉
牛养殖基地是2018年建的，近几年我们又新建了
两个万头优质肉牛养殖基地。”旭一牧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继新自豪地介绍。

2010年，旭一牧业有限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注册成立。在张继新的带
领下，旭一牧业飞速崛起，目前已成为自治区肉
牛单体养殖存栏量名列前茅的企业。

尽管已经带领旭一牧业走过10年发展历程，
张继新与“牛的事业”打交道的时间却不止于
此。2003年，抱着“回村发展养殖业，带村民一起
致富”的念头，张继新辞去大连的高薪工作，选择
回到家乡——杭锦后旗陕坝镇中南渠村，和村民
们共同创办种养专业合作社。依托中南渠村的
自然资源优势和政府优惠政策，合作社在张继新

的不懈努力下逐步发展壮大。2011年，张继新又抓住本地肉牛养殖市场的缺口，创建了巴彦淖尔市肉牛
养殖园区。近年来，在张继新的带领下，旭一牧业飞速崛起，逐步发展为集种牛繁育、肉牛养殖、屠宰加
工、牧草种植、饲料产销为一体的国家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除了担任旭一牧业公司董事长外，张继新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南渠村党支部书记。在做大做强
“牛的事业”的同时，张继新不忘饮水思源，依托自有企业带领村民致富。

“公司现在和村民签订了订单养殖协议，先把母牛繁育的小牛犊交给农户饲养，等小牛长
到4-6月龄，我们再以市场价回收。”张继新介绍。目前，中南渠村共存栏4000多头牛，每头牛

可为农户带来约3500元的年收入。提起张继新带领村民致富的经历，64岁的村民淡子义
有说不完的话：“村里和张书记合作快10年了，自打他当了书
记，给我们村的老百姓办了好多实事，尤其是在养牛这方面，

给村民带来了很大收益。”
生产有机好牛肉，前提是饲料有保障。旭一牧业

就地取材，流转中南渠村土地 1 万多亩地用于种植饲
草，并与周边农户签订 2 万亩青贮玉米及优良苜蓿种
植合同。从种植基地到养殖产品加工车间，张继新打
造了一条绿色产业链。

“现在我们有研发中心、博士工作站、专家大院，打
算到2025年，实现公司的种业工程计划。”望着身后占地
600亩的种牛繁育基地，张继新满怀信心描绘着旭一牧
业的发展蓝图，“未来几年，我们争取把巴彦淖尔的存

栏优质肉牛增加到20万头，带领更多的农牧民养
牛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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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杰：

用技术让家乡土地生“金”

王占杰在地里检查玉米生长情况。 资料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

白露至，仲秋到。9月10日，河北省定州市东
留春乡东留春村的3000多亩玉米还有20天就要收
获了，风一起，绿色的浪涛掀起了皱褶。定州市禾
兴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占杰站在玉米地
间的土道上，看着三名机手操纵着无人机，叮嘱道：

“注意电线杆和电线，昨天就摔了一架。”
按照协议，禾兴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飞防

队”要给附近村庄 4 万多亩作物喷洒营养液。15
台无人机，45个机手已经忙活了3天，一天两顿都
在地头吃干粮。连续暴晒，王占杰和机手们的脸
颊都黑红发亮。“这次作业，一台无人机每天能喷
防 800-900 亩地。现在种地，力气就靠这些机器
出，人只负责技术。”王占杰说。

王占杰最过硬的就是种植技术。他随手撕开
一根玉米棒子的绿叶说：“瞧瞧，这棒子的颗粒都长
到顶尖了，这说明氮肥用得足。要是肥不足，棒子
尖这地方就缺粒儿。”一提到种地，王占杰就侃侃

而谈，“用诱导剂灭虫更环保，根据时节安排每亩地种子的用量，过年前给小麦地浇一遍‘过冬水’，有机
肥+复混肥的种植方式可减少土壤板结程度，秸秆还田+深耕作业，可最大程度保持土壤活性……”

高中毕业的王占杰种植技术全靠自学和实践。1994年，21岁的王占杰从部队复员回乡，在定州市粮
食系统工作。“收入不高但清闲，可我想创业。”经过思想斗争，2006年王占杰下决心回乡种地养猪。“当时
也有亲戚劝我，哪有放弃城里工作当农民的？我说都不当农民，城里人吃啥？当个能把地种好的农民挺
光荣的。”王占杰说。

一开始，王占杰种的地每亩只能打400-500斤粮食，比其他农户少1/3。“人家都笑话我，这地种得丢
人。”他不甘心，自己买书看，往农技站跑得特别勤。他家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长势好。乡里乡亲出门打
工，顾不过来的地逐渐流转到他家。

2013年12月，王占杰牵头成立了定州市禾兴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户提供环节性农业机械托管
服务。合作社采取“多入股、多业绩、多分红”的原则，将松散、单个的农机户组织起来。“农民的地流转出
去，一亩地一年收入 700元。托管给我，一亩地年收入超过 1100元。合作社从知名厂家直接进化肥、农
药，成本低，而且有条件试种推广最新的品种。”王占杰介绍。

王占杰还保留着军人气质，他管理合作社要求社员做事踏实、守纪律。王占杰说，有管理才能有服务质
量。合作社目前有200多名成员，为4.58万亩土地提供托管服务，作业辐射定州东留春乡、西城乡等地。

粮安天下，“地”是基础，“技”是支柱。合作社持续引入农机大户和农业技术专业人才，总投资已达
1520万元，有机械439台。机械投入使用后，累计带动农民每亩每年增收200元。“规模经营，降本增收，延伸
产业，增加全程机械化服务，这才是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王占杰说。

王占杰保存了一张去年夏收时的照片，他站在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里，看着农机收割作业，表情满
足祥和。“我有个梦想，继续扩大托管范围，为东留春乡5万余亩土地提供全托管服务，将家乡做成农业规
模化、机械化生产的样板。”王占杰说。

达娃次仁：
糌粑香飘致富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鹏

堆龙曲河水缓缓流淌，映衬着雪山、草原，
还有河谷两旁的青稞田。风吹麦浪涌，青稞穗
飘香。达娃次仁的古荣朗孜糌粑有限公司就
坐落在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镇青藏线
旁，与堆龙曲隔路相望。

一进入公司院内，醇香的糌粑香气扑鼻而
来，映入眼帘的是达娃次仁淳朴的笑容。中等
身材、身板厚实，穿着印有古荣朗孜糌粑有限公
司字样工作服的达娃次仁已经50多岁了，话语
温和、频频请记者品尝自家的酥油茶和藏鸡蛋。

达娃次仁是土生土长的古荣镇嘎冲村村
民。“大概是在 1993 年，我就在家里建起了小
作坊，除了自己加工的糌粑，我还把村里乡亲
们的糌粑收购，运到堆龙或者拉萨去卖。”凭
着古荣糌粑的金字招牌和达娃次仁善经营、
讲诚信、顾乡亲的经营风格，如今达娃次仁的
糌粑生意已从家庭小作坊做成了初具规模的

公司。保留传统水磨工艺，对青稞原料精挑细选，创新炒制工艺，古荣糌粑在保留传统工艺流程的同
时也在进行创新，“糌粑色白、细腻，香甜可口，现在古荣糌粑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已经卖到北京、成都
等大城市，甚至还卖到了国外。”达娃次仁说。

古荣糌粑成就了达娃次仁，而达娃次仁也壮大了古荣糌粑的声誉。如今公司已有60多名员工，在西
藏拉萨、山南、那曲、日喀则等市建立7家直销店，仅直销店每月就有100万斤的销量。2020年古荣朗孜
糌粑年营业收入达1667万元，净利润达132万元。

“二代员工”阿旺益西今年已经29岁了，是古荣镇嘎冲村五组人。2007年初中毕业就跟着父母一起在
公司打工。“那时候打零工，父母干不过来，我就在边上帮忙。我家里困难，达娃次仁照顾我们，我这种帮手
每个月发4次工钱，每次1000元。”阿旺益西说。从小帮工算起，阿旺益西已经在厂里干了14年，他在这里学
会了古荣糌粑制作的全工艺，现在负责西藏直销店的销售工作，每月拿到7400元的工资。在2014年后，阿旺
益西的父母不幸相继去世，他和弟弟相依为命，达娃次仁则对兄弟俩更加关心、帮助。“我弟弟阿旺晋美上大学
的学费、生活费全是达总出的，学费每年是8000元，弟弟毕业后的工作也是达总帮忙联系的。”说到情深处，阿
旺益西已是眼角湿润。他说：“我现在可以在市里、区里找个不错的工作，但为了达总，我不愿意离开。”

小企业发挥正能量，阿旺益西一家不是达娃次仁帮助的个例。据了解，他资助的大学生已经有上百
名，不只是古荣镇，还资助了堆龙德庆区其他乡镇的学生。在2013年公司成立20周年的典礼上，他一次
性为强巴次仁、岗组、罗珍、次仁群培等67名困难在校大学生捐赠30万元；从2016年至今为20余名贫困
大学生缴纳学费，每年超过8.3万元。

“当初要不是大家相信我、支持我，把糌粑给我来卖，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达娃次仁说，“我要帮
着乡亲们脱贫，我要带着他们一起富起来。”多年来，他竭尽所能帮扶困难乡亲，公司从创立至今为310户
群众增加务工及糌粑加工收入达1650万元，年户均达到5.3万余元。达娃次仁正在用糌粑为乡亲们铺就
一条致富路。

达娃次仁在田间忙碌。 资料图

王颖：

让土特产搭上“网络快车”

王颖在察看新培育的葡萄苗。 资料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慧斌

每天晚上 6 点，十家子村“村姑进城”直播间
都会邀请村民前来推销豆腐皮、有机小米、杂
粮、葵花籽油等土特产，通过网络平台让当地特
色农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村姑进城”是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木头
城子镇十家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朝阳县新发永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颖创立的农产品品牌。

1992 年出生的王颖，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当
地法院的公务员。然而这份稳定的工作，似乎
并不能满足从小敢闯敢拼的王颖。“每次回家，
村里的叔叔阿姨们总跟我说，农村发展就盼着
年轻人带领大家干事创业奔小康呢，这深深地
触动了我。”王颖因此立志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带
动家乡发展。

木头城子镇的露地瓜菜和设施大棚已成规
模，盛产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等蔬菜，豆皮、

小米、土鸡蛋等特色农产品也闻名遐迩。通过调研，王颖了解到，虽然家乡有很多特色农产品，但长久
以来都是散户售卖，收益有限。“我要把家乡土特产做成大产业，帮助农民致富，实现强村富民。”王颖
谋划着打造一个电商平台，通过互联网把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卖出去。

2015 年，王颖辞去法院的工作，成立了新发永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新发永业土地股份合作社。
公司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基地+电商+贫困户”的“5+”模式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公司通过土地流
转建立了 1000亩种植基地，主要种植小米、小麦、葵花、葡萄、苹果等绿色农产品，并建设了农产品加工
基地，按高标准统一生产管理。农民在入股合作社享受分红的同时，还可在公司就业，人均月收入
2000元以上。公司还吸引 20多名大学生返乡就业。

在王颖的带动下，现在全村近一半的土地都种上了经济作物。她带领创建的 40 座精品冷棚葡萄
成了村里的特色支柱产业，每年纯利润在 120万元以上。

“农产品不仅要拓展市场，还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品牌，有了品牌别人就能记住你。”为了做大做强
做出特色，2016年，王颖以自己的头像为LOGO创立“村姑进城”品牌，并在朝阳市开设了首家实体店，
与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对接，建设了朝阳地方名优特色产品电商网络平台。通过“互联网+品牌农业”模
式，“村姑进城”农产品打开了省内外市场，开拓了全国加盟招商机制。

随着“村姑进城”品牌知名度不断提高，王颖又在产品包装设计和功能定位上谋划提档升级。针
对小米，王颖和她的团队设计出小包装产品，推出适合少年儿童的“宝宝米”和适合孕产妇的“滋补金
米”等系列精品小米，让价格翻番，每亩地能增收 3000-5000元。村里生产的豆腐皮一直采用传统大锅
熬制，手工将豆浆压制过滤，质地细密、味道鲜香滑嫩。但豆腐皮不易运输和储存，于是他们研制出半
熟状态抽真空包装，让村里生产的豆腐皮成为抢手货。

2021年 1月，王颖被选为十家子村党支部书记。她对家乡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规划。离村子不远就
有一个高铁站，这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好契机。她计划将部分农家院打造成民宿，把东北传统民俗和采
摘等乡村特色旅游与当地的红山文化有机结合，以吸引更多游客来十家子村休闲游，实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尤良英：

心系民族团结 为农代言带货

尤良英在红枣种植基地直播，为枣农代言。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秀萍 文/图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全国人大代
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13团11连职工尤良
英，人称“尤大姐”，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忙人。

生于 1970 年的尤良英，虽然年过半百，但冲
劲十足。9月 10日一大早，作为合作社法定代表
人的尤良英就风风火火骑上电动车，赶往阿拉尔
边疆红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阿拉尔市万农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绿色红枣种植基地，
在枣树下展开地头直播，为合作社枣农代言。

除了在枣园里直播，在尤良英领办的蒲公英
农家乐的葡萄架下，在兵团第一师为其开设的“人
大代表尤大姐直播间”里，在阿拉尔市塔里木大学
校园直销专柜，2020年以来，尤良英都在见缝插针
为农代言直播。“2021年春节前，我们卖光了联合
社所有产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
上直播带货让丰收的葡萄销售一空。”说起利用云
平台为农直播带货的骄人成绩，尤良英喜上眉梢。

助农直播带货的成功，可谓水到渠成。究其根本，成功实质源于尤良英扎根南疆深耕厚植30年的务
农底气和背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先进的农业科技生产力。

1991年，21岁的尤良英从重庆来到新疆拾棉花，随后她与丈夫带着儿子从此扎根南疆。初来乍到，
条件艰苦，泼辣妹子吃苦耐劳，硬是跟着阿拉尔当地的兵团职工学会了种棉花、种红枣，脱颖而出成为致
富带头人。伴随兵团改革，后来又一路成长为种植大户，成就出彩人生。

2005年，新疆皮山县维吾尔族农民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到阿拉尔拾棉花，与尤良英就此结缘。后
来，尤良英成为维吾尔族兄弟口里的好“阿恰”（维吾尔语姐姐）。十余年间，尤良英不仅手把手教会麦麦
提图如普种棉花、种红枣的先进技术，还先后出资帮助发展生产。最终，麦麦提图如普不仅学会兵团先
进的打顶等棉花田管技术，学会兵团先进的“三五九”骏枣整形修剪技术，办起农家乐，全家走上致富路，
而且成长为皮山县木奎拉乡达里格村村委会副主任，成为兵团先进生产力落户达里格村的示范带动样
本。经由尤良英牵线搭桥，2016年兵团第一师 13团与皮山县签订民族团结共建协议，13团每年为皮山
县提供棉花、林果业、设施农业、种植养殖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和培训，皮山县则有计划、有组织向13团开
展劳务输出。

敢想敢试，一直是尤良英的本色。2016年，尤良英联合她所在的兵团第一师13团16名职工成立阿
拉尔边疆红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尤良英”商标，用“善人、善心、善果”六个字诠释品牌内涵，“尤
枣”自此诞生。2020年4月，尤良英又带头成立阿拉尔市万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将原本各自为
政的数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领上联合经营、抱团发展之路，集聚红枣、苹果、香梨、葡萄、薄皮核桃、吊干杏
等多种新疆特色农产品，经营能力倍增，致力共同打响“塔里木河”等品牌农产品。

这几年，尤良英获得殊荣无数，但身为全国人大代表，尤良英最看重认真履职。2018年当选全国人
大代表后，她先后去北京、上海接受履职培训，每年都认真搜集、调研基层意见、建议，积极为三农事业建
言献策，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真诚代言，其提交的事关三农的代表建议先后涉及发展酿酒葡萄种植、发
展特色林果业、支持红枣期货、支持新疆林果业保险等内容，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亲历者、践行者，也
为新时代女农民的全面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邢青松：

强社富民追梦人

邢青松开心地展示养殖成果。 资料图

□□ 李达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兵

他是全国人大“邢代表”，他是村里的“邢书
记”，他是负责推进万亩高效水产生态养殖项目
建设的“邢董事长”，他是“固城湖”螃蟹产业的

“领头雁”……但大家还是喜欢叫他“老邢”。
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

南京市高淳区砖墙镇茅城村党总支书记，江苏固
城湖青松水产专业合作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邢
青松。

“带领乡邻共同富裕是我毕生追求！”邢青松
这样说也一直在这样做。18岁在老山前线“火线
入党”的邢青松，1992年退伍后，放弃了银行工作
的“金饭碗”，回到家乡固城湖边，端起了螃蟹养
殖的“泥饭碗”，领着村民发展特色产业，走上了
一条“共避风险、共享品牌、共谋发展、共同富裕”
的合作富民之路。

初涉螃蟹养殖领域，因为饲养技术和管理经
验不足，创业头两年亏损100万元给了邢青松“当

头棒喝”。有人笑话他瞎折腾，有人劝他放手止损，但在部队淬炼了流血流汗不流泪性格的邢青松咬紧
牙关不放弃，他一方面寻求科研院校专家的技术指导，一方面向同行老前辈请教，最终靠品质、品牌、诚
信走向了成功。

邢青松致力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螃蟹+”综合体系。他与南农大、中科院等国内 6 家知名院校合
作，组建国内第一家螃蟹研究所；他不断完善螃蟹养殖实时监控体系，示范推广微孔增氧技术，带动提升
全区螃蟹养殖水平；他成立“青松电商”，鼓励支持蟹农子女加入电商团队，推进螃蟹深加工项目建设，拉
长螃蟹产业链；他建成全省首家蟹文化博物馆，通过省非国有博物馆验收。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村里的蟹农们一直在支持我，他们赊货给我销售，助我一步步开拓市场，他
们陪我起步，也陪我成长。”邢青松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己富不算什么，能够带领大伙儿共同富
裕，那才真是好样儿的。

2008 年，邢青松牵头成立青松水产专业合作社，当年底，社员从 94 人发展到 128 人，带动养殖面积
3 万多亩；2010 年，他又联合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泰州五市区域内的水产养殖户和水产经纪人共同
组建了江苏固城湖青松水产专业合作联社，成为全省第一个跨区域水产类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目前下
设 21 个水产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 3200 多户，基地养殖面积达 14 万亩，影响和带动 10 多万农户增收
致富。

螃蟹养殖市场风险大，稍有不测，投入就会打水漂，吃过亏的邢青松对此深有体会。为此，他推出螃
蟹保险“全国第一单”，并制定保护价收购机制：市场低迷时，联社以每斤高于市场10%-15%的价格收购
社员的螃蟹；行情好时，社员可享受联社的二次分红。

走在3公里长的观蟹大道上，两边一眼望不到边的万亩高效水产生态养殖基地十分壮观，不少游客
驻足留影。邢青松说，市场竞争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强社富民不能光靠“养螃蟹、卖螃蟹”一条腿
走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退伍老兵，带领大家走好三产融合发展、多渠道增收的路子，他有信心，更
有决心。

俞学文：

在绿色发展中让茶叶变“金叶”

俞学文（右）指导合作社社员管护茶园。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见习记者 尹赫尧 文/图

“我们武义县有机茶种植面积有 1 万多亩，
有十几个乡镇参与有机茶种植，我们公司就有
几十个优质种植基地，面前的是 21 号基地……”
秋雨过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章溪村海拔 700
米的茶山上郁郁葱葱。望着层峦叠嶂中一派生
机的茶园，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武义县金茗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俞学
文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武义县地处浙江省中部，全县森林覆盖率
达 72%。作为中国有机茶之乡、国家出口茶叶
质量安全示范区、全国重点茶叶县，这里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山清水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孕育了武义茶叶独特的自然品质。身为第十
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俞学文，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将企
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努力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贡献力量。
作为从山里走出来的农民，俞学文始终对自己家乡的农民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他将自己的经

营目标与带动农民增收相结合，把“建设新农村、带领农民致富”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2012 年，俞学
文当选为柳城畲族镇青坑村村委会主任，在他带领下，村民积极创办果蔬合作社，开发油茶、毛竹、茶
叶等经济作物，村民年人均收入不断增长。

2017 年，俞学文受邀参加贵州茶叶扶贫项目，被聘为大方县茶产业发展高级顾问，为贵州茶产业
发展出谋划策。随后，他将成功经验推广至江西修水革命老区，建立茶叶基地，振兴当地茶产业，2019
年直接带动 460户 1000多名农民增收。

近年来，俞学文打造“公司+合作社+市场+基地+茶农”的绿色产业链，在浙江、广西、江西、贵
州、福建等地建立茶园 6 万多亩，茶叶年销量达 1000 多吨，远销欧美市场，直接或间接带动 10 万多名
农民增收致富。通过与茶农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和“收购保护价”的利益保障机制，提高了村
民的种茶积极性，让当地的绿水青山为百姓带来更多收益。

“我们坚持绿色发展 20多年，有机茶园取得了良好效果。对于我们的产品，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讲，
真金不怕火炼……”多年来，俞学文始终精益求精，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中茶院、浙江大学等高校院
所强强联手，组织实施并完成国家、省、市级项目数十项，攻克茶叶种植、病虫害无害化防治、茶叶清洁
化生产、新品种开发等课题，获 1项发明专利和 12项实用新型专利，使茶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茶园亩
产效益提升 30%以上。

“有了数字化的生产线，我们实现了从‘凭经验做茶’到‘看数字做茶’的转变，使茶产业科技水平
得到提高。”俞学文对记者说。2020 年，在数字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俞学文带领公司在浙江全省领跑，
投资 1600 多万元建设智慧茶园、数字化加工厂。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茶园长势监测及采摘预测；实
现虫情测报、土壤环境、水肥一体、防冻害预警及管控；实现茶园农事等自动化运行和管理，使得生产
成本大幅降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让更香有机茶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数字化的跨越式发展，达到
企业增效、茶农增收的双赢结果。

黄磊：

土坷垃里种出“金豆豆”

黄磊在观察花生长势。 资料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范亚旭

白露刚过，秋风渐凉，在河南省正阳县清源
街道办事处李通村的田地里，绿油油的花生一
眼望不到边。揪起一棵花生，只见籽粒颗颗洁
白饱满。“80 后”的农场主黄磊，卷起裤腿踏入农
田，指着手中的花生说：“农业是个大舞台，我在
土坷垃里种出了‘金豆豆’。”

2006 年，受党的惠农政策感召，在外打工近
十年的黄磊不顾家人及亲戚朋友的劝解，毅然回
乡创业，准备在茫茫田野中寻找致富的商机。当
年他承包了 300 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种植。就这
样，黄磊便踏上了新农人之路。在他的辛勤耕耘
下，当年实现亩均收入1800元，总收入54万元，扣
除成本，当年实现纯收益20多万元。

尝到甜头的黄磊，更加坚定了搞规模化种植
的信心和决心。2009年他扩大种植面积，又承包
了2200亩耕地。为种好地，他聘请高级农艺师为
技术顾问，并挤时间刻苦自学农作物高产高效种

植技术，优良品种、精量播种、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治……在他的精细管理下，当年种植的小麦亩产达
1000斤以上，较当地农户种植的小麦亩增产200斤；种植的玉米亩产1100斤，较当地农户种植的玉米亩
增产180斤以上。当年实现粮食总产量1800吨，种粮收入达300万元。

为进一步提高种植效益，黄磊加强了与科研育种单位的联系。2009年以来，他先后与河南省农科
院、驻马店市农科院签订良种繁育合同，将承包的耕地建成绿色良种繁育生产基地，每年为省、市农科院
生产优质小麦种子 230万斤，优质花生种子 80万斤。黄磊的家庭农场成为带动周边乡村发展绿色农产
品的生产示范基地，带动周边村民发展绿色农产品生产10万亩以上。

2015年，黄磊决定调整自家的种植结构，在绿色种子上打起了主意。他依托承包耕地联片、管理方
便以及管理经验足等优势，寻找种业公司开展种业合作。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兆丰种业、金粒种业
等公司纷纷与黄磊签订了订单合同。

除了粮食作物，黄磊还通过与邦农种业公司合作，种植了2200亩高油酸绿色花生——“豫花37”。“豫
花37”作为国内唯一中小果珍珠豆型花生品种，是河南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团队研发和着力推广品种。
黄磊指着脚下的花生说：“这2200亩的‘豫花37’只要质量过关，仅一季比普通花生就增收154万元。”

树高千尺不忘根，先富起来的黄磊没有忘记乡邻。2011年3月，他带领村民成立了黄磊家庭农场，带
领村民积极开展小麦、花生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等生产经营活动，建设了花生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
基地2万亩。并通过股份合作、“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形式与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让小农户
充分享受二、三产业增值收益。截至目前，该家庭农场带领农户已达4800多户，现有专业技术人员8名，
并聘请市、县高级农艺师 2人为技术顾问，为农户提供全程的技术指导。2009年以来，每年开展绿色小
麦、绿色花生技术培训10场次。

此外，黄磊依托家庭农场，每年带动60名贫困人员增加务工收入。2017年农场带动李通村12户32
人实现脱贫，2018年完成3个村庄25户贫困户脱贫，2019年带动10人脱贫摘帽。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黄磊对自己的高素质农民之路更加充满信心，他说：“要紧紧抓住国家重
视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培养青年农场主的机遇，继续经营好家庭农场，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为国
家种出更多的粮食，让村民挣更多的钱。”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亚新 文/图

2020 年 2 月，得知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
封城后蔬菜供应匮乏，宁夏平罗县盈丰植保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盈丰农贸有限公司董事
长蒋洪波，紧急组织社员采摘 5 万斤新鲜蔬
菜捐往武汉。2021 年 7 月，郑州发生“7·20”
特大暴雨灾害后，他们再一次捐赠了 5.6 万
斤新鲜蔬菜。

问起两次捐菜的缘由，蒋洪波说：“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我能走到今天，要感谢党的
好政策。一个企业做大以后，要承担更多的
社会责任，多做公益事业，既实现了我的人生
价值，也帮别人渡过了难关。”

2010 年，在各项惠农利农政策的感召下，
干了 8 年化肥批发生意的蒋洪波，联合 3 名社
员组建了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除了给周边
农户提供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还从自己的
家乡——城关镇小兴墩村流转了 206 亩土地，

开始种植西红柿、芹菜、香菜等外销蔬菜。
开始几年还算顺风顺水，最惨痛的打击发生在 2014 年。当年的露地西红柿种植面积过大，市场

行情下跌，每斤收购价只有 0.1 元-0.15 元。“我们每斤西红柿的种植加采摘成本就 0.15 元，但又不能
不摘，如果烂在地里还会产生病虫害。赔了 350 多万元，可以说血本无归。”蒋洪波说，花钱买到的
是对市场行情预估不足，种植技术落后，新品种示范推广不够等教训。

此后，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先后建起了 800 平方米的冷链保鲜车间、113 座高标准蔬菜钢架拱棚；
引进了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等新技术；常年利用实验示范基地对比、展示、筛选适合本地的蔬菜、肥料、
农药新品种以及化肥农药减量新技术；建起农民田间学校，每年至少组织 10期农民技术培训……

目前，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共有社员 127 人，流转土地 1054 亩，每年开展生产托管等社会化服
务面积 8 万亩以上，带动社员户均增收 1.1 万元以上，基地还解决了 300 多人就业；以“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市场”的经营模式，与 9 个乡镇 3600 多户农户签订了购销合同，连片种植蔬菜 1.6 万
亩，户均增收 1 万元以上；间接带动农户 4500 多户，涉及 1 万多人。

蒋洪波说：“对于直接带动农户，我们负责提供种子、种苗、肥料、农药等农资，提供技术指导和
病虫害防治，签订购销合同，价格高时随行就市，价格低于保护价时，按保护价收购。”这么大的辐射
带动面积，同时也潜存着巨大的市场风险。“作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就要敢于承担风险和
社会责任，起到示范引领和带头作用，带领广大农户学习先进技术、推广新品种，带着大家学，领着
大家干，帮着大家赚，带领更多农民增收致富，共同把外销蔬菜产业做大做强，推动乡村振兴。”

小兴墩村村民曹学军家有 22 亩地，15 亩流转给了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每亩每年 800 元流转
费，其余 7 亩则与合作社签订了蔬菜购销合同，每年他有近 300 天在合作社打工，每天收入 100 元。

“以前这 22 亩地，我一年忙到头也就收入 2 万多元，根本没时间打工。现在省事又省心，在合作社打
工见识的新品种、学会的新技术也可以运用到自己种的 7 亩地里。每年土地流转费、打工收入、7 亩
地蔬菜销售收入加起来超过 6 万元了，比以前强多了。是蒋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打
工机会，增加了大家的收入。”曹学军感激地说。

蒋洪波：
领着大家干，帮着大家赚

蒋洪波（右一）在芹菜大棚里进行技术指导。

接续奋斗新起点 乡村振兴谱华章
—2021 年度“全国十佳农民”风采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