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长沙 3 月 8 日电(记者周勉)
“仿地飞行是啥？”“电池能管多久？”春寒料
峭，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龙边农机合作社
却热闹非凡，一堂农用无人机理论课正在
合作社的办公室举行。几十个社员一边仔
细观察无人机构造，一边向老师请教。

惊蛰一过，就要忙着春耕了。记者近日
在湖南农村采访发现，跟过去主要准备种
子和化肥等农资不同，随着大量新机器、新
技术和新理念的出现，如今备耕，农民更愿
意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农业新知识上。

“没想到还能这样种田。”45 岁的彭国
伟如此形容自己两年前第一次见到无人
机时的感受。种了 1200 亩水稻的他说，家
里其他机器早就置齐了，只缺无人机，这

次专门过来听课，就是为买一架做准备。
和记者聊完，彭国伟又跟着大家一起到田
间观摩实际操作。他紧紧靠在老师身边，
打开手机的视频功能对着遥控器，把整个
操作过程录了下来。

收割机、旋耕机、烘干机这些原本还算
传统的农机，因为越来越智能而变得更加
“娇贵”，这也要求农民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观
念。“现在的机器比我年轻时开的不知道先
进了几个档次，不能再像对待老机器那样，
用完了就随手丢到一边。”趁着厂家上门保
养的机会，衡阳市衡东县三樟镇的种粮大
户谢迪秋一直在旁边“偷师”：怎么更换空气
滤清器，怎么检修油路电路。为了“伺候”好
这些总身价几十万元的宝贝，52 岁的他几

个月前在儿子的帮助下，刚学会使用电脑。
“会使用、修理、保养农机，已经成了职

业农民的新标准。”湖南农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销售总监周一鸣说，如果达不到这“三
会”，就没法应对农机集中性高强度使用的
特点。“从过完年到现在，我们在全省已经
举办了几十场培训，专门教农民怎么修理
和保养农机，每次都有两三百人到场听
课。”周一鸣介绍，现在做农机的企业如果
不搞好技能培训，根本就不会有客户。

除了农机知识，生态种植、经营模式等
方面的培训一样受到农民追捧。记者在三
樟镇镇政府专门为春耕生产举行的一场
“新型职业农民第二阶段培训班”现场看
到，学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几十个人把

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
“这堂课听完，我更加坚定了要打造

自己品牌的想法。”下课后，三樟镇金合
村种粮大户李来革向记者讲起了自己的
“求学经历”。从去年到现在，他参加了
10 多场各类培训。手机里 10 多个培训
时加入的微信群，让他可以随时向老师
和同学请教。前段时间在当地农业局的
推荐下，他装了一款叫作“湘农科教云”
的 App，里面的在线答疑、视频示范让
他最近每天都捧着手机学上几个小时。

记者了解到，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除
了组建多支专家团队、开发各类学习课
件和举办大量常规培训外，还启动了“优
秀农民境外培训计划”三年行动方案。

顶风冒寒修“天路”，男女老少齐上山
“幸福生活不会从天降”：一个太行小山村的蝶变故事

新华社西安 3 月 8 日电(记者张伯达、
雷肖霄)利落的短发，干净的妆容，高跟的
短靴。无论如何你也不会将她同一位经管
着 4000 多头猪的“猪倌”联系到一起。

2011 年，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陈村镇
槐北村的张凌云，24 岁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
养猪。

“大学白念了？父母白供了？”“女娃娃
可咋寻对象呀！”……村民们议论纷纷，张
凌云的父亲因此一个月没有同她说话。

大学生变“猪倌”，张凌云一开始也深感
自卑：“整整两年都不敢跟大学同学联系。”

谈起当初回乡养猪的缘由和几年创业
的经历，张凌云至今依旧眼泛泪光。

2008年夏天，槐北村从外地买来的 800
头小猪发现疫情，全部被捕杀。这对以养猪
为生的张凌云一家来说，如同灭顶之灾。

生活骤然拮据，姐弟三人的学费都需
要借。

大二开学那天，父亲送张凌云去车站。
大巴启动，透过车窗，看见父亲愈发佝偻的
身影在车轮卷起的黄土里渐渐模糊，她红
了眼眶。毕业后的张凌云，决心回家替父母
分担压力。

“这女子倔得很，干啥事一定要干出个
名堂！”槐北村的副支书吕银喜评价道。

自 2013年起，张凌云相继建起了年出栏
一万头的生猪养殖场，年产万吨的有机肥加
工厂，280亩的设施蔬菜基地和 700立方的沼
气池，形成了“以废产气、以气补能，以废产饲、

以饲供养，以废产肥、以肥促种”的生态循环。
如今，养殖场里自动喂养线取代了人工

喂养，1 个人便可以管理 1000 头猪的饲养；
数据采集系统深埋地下，定期将土壤的水
分、养分、有机质含量等情况传输到“中枢”
系统，通过“中枢”系统下达指令，对蔬菜进
行科学滴灌；园区还设立了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等多个科研院所合作的实验基地……

2017 年，张凌云的养猪场被有关部门
评为标准化养殖示范场。目前，公司年销售额
达 4000余万元，解决固定就业 62 人，带动贫
困户 88 户，沼气池产生的沼气惠及 327户农
户，每年帮助村民节约电费共 12万元……

新时代给予了张凌云发展的机遇，她自
己也不断地寻求学习的机会。在政府有关部
门的组织下，张凌云参加了县农广校的职业
农民培训班，并多次赴省外参观学习。

2017 年 11 月，张凌云更是走出国门，
远赴美国交流学习农业生产和发展经验。

各种培训和外出学习不仅让张凌云开
了眼界，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能，也增强了
她对新时代职业农民身份的认同感。

“农民是一种职业，与教师、医生没有
区别。上班穿上工作服，在田间地头工作；
下班换上漂亮的衣服，逛街、旅游样样不
缺，生产生活两分开。”张凌云眼中的农民
与父辈眼中的农民已大不相同，“我们更

爱学习，更容易接纳新事物！”
“以前觉得养猪是个脏活、粗活，让大

学生干，太浪费人才了。现在一看，还是有
文化有见识的年轻人能干出一番事业！”
吕银喜称赞道。

2018年 1月，一袭浅蓝色西装的张凌
云站在了“全国十佳农民”的颁奖舞台上。

当初强烈反对张凌云回乡养猪的村
民闫亚妮自嘲道：“我现在都成了反面教
材咧。”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村民们
纷纷对张凌云竖起了大拇指。

这几日，闲不住的张凌云风风火火地
张罗起了新一年的职业农民培训班；另一
边，她的蔬菜大棚里即将种下今年第一茬
西瓜；不远处她又新流转了 200亩土地，准
备全部种上苹果……

如今，张凌云常常自豪地介绍自己：
“我是个农民，就是个养猪的，就是要活
出职业农民的新样子！”

从被嘲笑的“猪倌”，到受尊重的“全国十佳农民”

陕西省凤翔县回乡女大学生张凌云“活出职业农民的新样子”

农技农机升级换代，湖南农民备耕先“备”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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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8 日电(记者张
丽娜)“我今年又租了两个棚，种了不少新品
种，你赶紧看看这是啥。”王锁柱发来一段
小视频，本是生长在南方的百香果，在他家
的大棚里试种成功了。自去年来到他家采
访后，王锁柱经常在微信上与记者互动，传
上来一些反映他家变化的图片和视频。

这位 50 岁的牧民，住在内蒙古兴安盟
葛根庙镇胡格吉勒嘎查，过去与身患重病
的老伴靠养羊维持生计。他们所生活的小
镇 8000 多人口里蒙古族占 85% 以上。

“那两年牛羊肉价格高一点，老乡们养
得多，很多草场都被羊啃得不长草了。”王
锁柱说，尽管有禁牧、休牧、轮牧的要求，但
草料不够，只好偷偷地去放牧，这边没草了
就去那边，白天管着就半夜跑出去。

让世世代代放牧为生的牧民，放下“鞭
子”谈何容易。葛根庙镇书记李英坤说，政府
部门苦口婆心地跟老乡讲政策，然而生态效
益难以直接反映到经济收入当中，违规放
牧、偷牧成了“公开的秘密”，草场质量急剧
下降，随之而来的畜牧业产品、副产品质量
下滑，牧民收益逐年降低，竟成了恶性循环。

精准扶贫以来，小镇因地制宜搞了套
“菜单式扶贫”办法，政府提供产业发展政
策，供贫困户“点菜”选择。鼓励牧民走舍饲
养殖产业发展道路，组织有条件的养殖大
户到外面学技术，从改良、配料、接羔、育
肥、出栏，每一步都走科学养殖之路。

同时，把大部分过去散养的牧户吸引
到设施农业中来。2016 年，王锁柱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责任人推荐他选择温
室大棚。以前没种过，能不能行？10 来只羊，
怎么办？在经过技术指导员培训后，老王打
消疑虑，把羊卖给了养殖大户，决心转型。从
一棚到四棚，从单一种植到反季节多品种种
植，老王起早贪黑不惜力，也收获了果实。

在王锁柱传来的视频里，记者看到他家
的大棚里一派生机盎然，黄瓜和西红柿再
有十来天就能上市，今年收入预计能达到 5
万多元。老王在葛根庙镇设施农业园区里，
只能算“小门小户”，这里共有标准化日光温
室大棚 800 栋，14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
搞种植实现了稳定脱贫，有些大户实现了跨地区经营销售。

“如今，哪里还有牧民‘偷牧’了，都忙着搞大养殖、大种植呢！”王锁
柱说，他现在的心思都在怎么把大棚经营好，他之所以不愁种植
的水果和蔬菜销路，主要在于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以休闲观光为主
的乡村旅游业，小镇开拓了种养体验、农家乐、采摘等副业，已成为
兴安盟地区及周边白城地区最大的周末旅游目的地。

2018年，全镇游客接待量达到 20余万人次，仅绿色果蔬、农副产品
销售一项，全镇就实现销售收入 3000余万元，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300
余个，间接带动农户从事旅游相关产业 140余户，户均增收 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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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9 日电(记者王建威)时下，“粮仓”黑龙江省的
大地上仍是冬天的颜色，但在牡丹江宁安市的一些乡村中却“春韭”飘
香。在大田种植户还在备春耕时，这些韭菜种植户已进入忙碌的收获季。

“对于我们韭菜种植户来说没有春耕的概念，而是直接‘春收’！”
宁安市渤海镇双庙子村种植户王艳涛，一边把打好捆的韭菜装箱一
边笑着说：“今年韭菜价稳，这一棚能净挣一万三四千元钱。”

33 岁的王艳涛家有 3 栋大棚，现在正割头茬韭菜，十来个工人忙
着收割、打捆、装箱，清香的韭菜味混合在淡淡雾气里，在大棚内弥漫。

王艳涛每年夏天都会出去打工，家里的稻田也包了出去，正好利
用冬春闲时种韭菜增加收入。“跟合作社签了订单，销路也不操心，直
接送过去就行。”王艳涛说：“头茬韭菜收完，过上一段时间割二茬，还
能再收韭菜花，然后就给韭菜‘放假’，等来年再让它出力。”

宁安市有着百年韭菜种植历史。宁安市渤海镇党委副书记于浩
说，这里的韭菜不用刨根，“年龄”最大的老韭菜根已经有四十年，十
几年的很常见，“更重要的是这里的韭菜不上化肥、农药。”

“宁安种韭菜虽然历史久远，但过去是一家一户种在房前屋后，

没把它当成吃饭的营生。”宁安市新农韭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鲁继新
说：“韭菜得‘打捆’卖，农户得抱团干。”

宁安市韭菜大面积种植是从 2008 年宁安市新农韭菜专业合作
社成立开始。经过十余年发展，合作社带动龙泉村、双庙子村及周边
10余个村种植韭菜近 8000 亩，像王艳涛家这样不愁韭菜销路的社
员已达 1100余户，种植户单凭种韭菜年均可增收两万余元，收割期
还能带动周边的农村劳动力增收。

合作社采取“订单收购+种植服务+利益分红”利益分配模式，除
常规的统一生产资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之外，合作社另一个重要作用
是解决了韭菜淡季外销难题。“每年 5 月到 9 月吃韭菜的人少，价钱
低时一斤两毛钱都卖不上，过去甚至出现过烂在地里的情况。”鲁继
新说：“关键时候合作社发挥了‘打捆’作用，通过与企业合作，向韩国、
日本出口速冻韭菜段，解决了韭菜淡季销售难题。”

2015 年，到韩国考察韭菜收割机的鲁继新，反倒戏剧性地吸引来
了韩国客商到合作社种植基地考察，合作社的韭菜在一次性通过韩方
严格的指标检测后，开始向韩国出口，韭菜夏季滞销问题迎刃而解。

目前合作社每年利用内销淡季出口速冻韭菜段 500 万公斤。为
解决出口市场供不应求问题，合作社去年新建了 300 栋大棚，扩建了
出口基地。鲁继新说：“合作社将用三年时间把韭菜种植面积扩大到
一万亩。”

在牡丹江市，各类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目前已发展到 5800余家，共同富裕的大道越走越宽。

韭菜“打捆”卖

农户“抱团”干

▲图为宁安市新农韭菜专业合作社韭菜种植基地收割的
韭菜（3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新农民·新气质

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9 日电(记者范世辉)
每年大年初四开工修路、开田、种植，是这些年
革命老区河北涉县后池村雷打不动的惯例。

今年这个日子，一场小雪悄然而至，气温
降至零下 8 摄氏度。上午 8时许，后池村的村
民们扛着铁锤、钢钎、镢头等工具又上了山。
在愚公广场集体大拜年后，村支书刘留根进
行开工动员：“后池这几年的变化是咱挺起腰
板干出来的，幸福生活不会从天而降，要靠我
们的艰苦奋斗……”

从人均收入 3900 多元到 1 . 3 万元，从
水窖储存雨水到喝上自来水，从荒山秃岭到
漫山铺绿……后池村的村民们用实干演绎了
一个太行山村的蝶变故事。

“不能再等了”

后池村地处太行深山区，山高路险，沟壑
纵横，自古有“地在半空中，路无半步平”之
说，骡驴一直是耕种的脚力。近些年，青壮年
纷纷外出务工，牲口不养了，几百年辛苦开垦
的梯田大量撂荒……

“不能再等了！”2015 年 12 月，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不久，从邢台市前南峪学
习归来的村支书刘留根坐不住了，他和村里
的党员干部、留守老人一合计，决定利用冬闲
修路，复耕撂荒的梯田。

“谁有空就上山修路哟！”12 月 8 日，村
里的大喇叭响了。老党员刘虎全、刘土贵和村
民刘乃分扛着铁锨、镢头等农具，自带干粮和
水上了山。这一天，他们只修了 3 米长。

从此，每天早 7时，村里的大喇叭就会
准时响起。第 6天，后池村的修路队伍已扩大
至 130余人。此后两个多月，不用挨门挨户
叫，全村男女老少，都会自觉从暖暖的被窝里
爬起来，顶着凛冽的寒风上山。从村庄到工地
往返要一个半小时，为节省时间，村民们把大
锅支到了工地上，每天自发背白菜、萝卜、面
条上山做饭。

71 岁的刘有廷老人不小心被大石板挤
破了手，鲜血直淌，不久，他又出现在修路现
场。67 岁的党员刘虎全修路开始后的第一个
月就病了，白天出工晚上输液……

自此，每年正月初四，已成了后池村雷打
不动的开工日，一改过去正月不干活的习俗。

敢拼才会变

如火如荼的奋战场面，沸腾了太行山
一角，感动了山里山外人。

一位村民拍摄了一段乡亲们修路视频
发到微信群，倡议村里外出务工青年“少喝
一瓶酒，少抽一包烟，省下钱支持家乡修
路”。在各地打工的青年纷纷捐款，还出资
给村里租了一台挖掘机。

邯郸市、涉县相关部门联动参与，帮助
后池村修路脱贫。“市、县领导经常来，帮助
我们制订发展规划，有时和我们一起修路、
种树，县交通局还来帮我们硬化了路面。”
村民王永梅说。

2016 年，上山的路终于通了，成片的
梯田得以复垦，种上了果树、中药材。

后池的村民没有就此停步，他们流转
土地，种植树木、打造景点……

“今年计划在山上修筑两条‘天路’，和
太行山高速、244省道互通，形成一个生态
旅游圈。”刘留根说，如今，后池人就认准了
一个理——— 敢拼才会变！

不等不靠奔小康

站在桃花山先锋岭上俯瞰山下，两条
公路蜿蜒曲折，像玉带盘绕山间；修整一新
的梯田，层层叠叠；挖好的育树“鱼鳞坑”，
漫山遍野；山腰处，村民们仍在挥舞农
具……这是日前记者采访看到的情景。

涉县关防乡党委书记康彦云介绍，后
池周边山岭已种上 7000 多亩松柏、1500

多亩经济林、1000余亩林药，形成了新的
山区经济发展模式。每逢假日，桃花山景区
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农家乐被带火，村里先后开了 11 家农
家乐，每家都有五六万元的盈利。农民自产
的小米、花椒、红薯粉条供不应求。人均收
入从 2015 年的 3900 多元猛增到 2018 年
的 1 . 3 万元。女孩子纷纷外嫁的后池村，去
年迎来了五六个新媳妇。

榜样力量无穷。涉县人民以后池村新
愚公精神为引领，苦干求变，2017 年秋，一
条穿越 158 个村、总长 1300 多华里的“千
里乡村振兴路”建成通车。同样受到感染，
武安市西峧村等 5 个村村民用 1 年多时间
修筑了 4 公里长的盘山公路，走上致富路。

“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
如今，这句口号在涉县几乎家喻户晓，成为
老区人民不等不靠奔小康的宣言。

大图：后池村村民在整理撂荒的梯田(2 月 21 日摄)。

小图：后池村村民在传运石头、砌路沿(2016 年 3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范世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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