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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5 月 29 日电(记者刘菁、秦宏、
高皓亮)记者近期在江西采访发现，一些乡村出
现社会资本亿元规模投资农业、全产业链投入
农业的现象，令人眼前一亮。

社会资本下乡 亿元投资带

来农业新气象

今年三月份起，十多个温室培育果蔬大棚
等大型现代化农业设施大棚，出现在江西广昌
县旴江镇小港村，这是广昌现代农业示范园一
期项目中的核心农业设施。

“福建正茸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来这里投资，计划投资约 8 亿元。”广昌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高志斌说，这个园区将以“莲-菌”培
育、栽培和深加工为核心，并集科技农业、智慧
农业、意趣农旅等于一体。

记者采访发现，在江西抚州、赣州等一些地
区，越来越多的大型央企和民企带着大规模资
金、科研人员和科研平台以及崭新的生产经营
理念，下沉到乡村和农业领域，打造现代化的农
业示范基地。

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红星垦殖场内，
由央企中铁中基供应链集团公司投资兴建的
万亩猕猴桃基地，目前已具雏形。这个基地自
去年以来已完成投入 1 . 6 亿元，建成高标准
农田 3000 亩，引入中科院旗下的猕猴桃组培
与快繁工厂入驻基地，并建起了全程可追溯
体系。

“我们计划用 5 年时间，打造集现代农业标
准示范基地、农产品专利品种种植、世界农业文
明展示、都市农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特色小镇，
计划总投资 35 亿元。”抚州中铁中基农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朱钱平说，未来基地还将建设冷

链物流中心、农产品大数据交易中心、农业金融
创新中心等。

东乡区现代农业示范园负责人江义明说，
以往现代化的农业科研平台和智能化的农业生
产设备等，在乡村难得一见。随着大型社会资本
进入，人才和产业的汇聚，这些在农村越来越常
见了。

产业资源下沉 全产业链开

启农业转型加速度

“产销研”一体化的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随社会资本下沉农村，对江西区域性农业生产
质效提升的效果，已部分显现出来。

“一般的橙一斤 2 元多，农夫山泉的橙却可
以卖出更好的价钱。随着 20 多个新品种的研
发，果农还可选择种植专供加工橙汁的品种。”
江西赣州市信丰县果茶局局长王富森说，随着

农夫山泉集团的进入，当地脐橙产业升级问
题将得到解决。

信丰县是赣南脐橙发源地，脐橙是当地
农业支柱产业。2016 年，农夫山泉集团将信
丰确定为高端果汁加工基地，建设了信丰工
厂。2017 年底，他们又投资约 6 . 6 亿元，集成
脐橙文旅、科研科普、示范种植等要素，在当
地打造储藏、加工、销售全链条的脐橙产业
园。

信丰县曾遭遇过脐橙滞销困局，2005 年
脐橙产业又爆发了黄龙病，果农一度对种脐
橙失去信心。农夫山泉的进入提振了果农信
心，当地脐橙种植面积止跌回升。信丰县正计
划借助农夫山泉的脐橙品牌和全产业链生产
能力，整合农户、土地等生产资源，进一步促
进脐橙产业转型。

而在广昌县，随着现代农业示范园内企
业入驻，当地传统特色产业菌菇的品种由 2

个增加到 9个，建成江西最大的菌菇生产基
地。通过科技手段，部分对生产条件和技术要
求严苛的稀有品种，在广昌实现了由季节化
生产向全天候生产的转变，由普通生产向有
机生产和深加工发展。

“农业全产业链的打造，给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注入了动力。”抚州市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徐文勤说。

产村全面融合 务工和资产

性收入带富农民

南城县是江西较有名的蔬菜种植县。近
年来，来自山东寿光的一家公司在当地的建
昌镇姚家巷村，投资建设了 4000 多亩果蔬种
植基地和生态农旅产业园，为当地居民提供
了大量就业机会。目前，当地村民除了土地流
转租金，有人每年仅务工收入就可达 3 万元
左右。

随着蔬菜基地的建设以及农旅结合发
展，姚家巷村荣家贝村民小组 300 多名外出
务工村民中，去年有四五十人返乡就业创
业。“现在留在村里也都有活干。”村民吴五
仂说。

过去，“农民”既是户籍身份又是职业身
份，后来出现的“农民工”是按人口来源界定
的从事二产的人员。随着社会资本进入农业，
农业规模化经营催生了一批既能获得工资收
入，又能获得土地流转、入股分红收入的“农
业产业工人”。

中铁中基东乡基地采取“全产业链分利”
模式，基地周边的 5个村正整村组建合作社
参与基地运作，2000 多户流转土地的农户可
以享受 10% 的分红。

江西：“亿元投资”带来农业新气象

 3 月 10 日，江西
广昌县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食用菌种植大棚内，
技术人员正在查看灵芝
长势。

新华社记者秦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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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5 月 29 日电(记者褚晓亮、薛
钦峰、高楠)50 多年前的春耕时节，吉林省榆树
市长发村开进了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时至今
日，这里的机械化率达到了 100%，也培养了三
代拖拉机手。

从第一代“东方红”拖拉机到如今的农业生
产全程机械化，从人人羡慕的新中国第一代拖
拉机手，到如今智能化大型农机人人会开，一代
代拖拉机手们见证着黑土地的农业现代化发展
历程。

“‘东方红’曾是全村的宝贝疙瘩”

天气暖了，77 岁的榆树市弓棚镇长发村农
民李清林又到地头上溜达，看大型拖拉机在地
里来来回回。李清林是榆树的第一批拖拉机手。
18 岁那年，他在当地农机校经过 6个月培训，
成为吉林省第一批驾驶“东方红”的拖拉机手。

1964 年，两台“东方红-54”型拖拉机落户
长发村农机站，李清林也跟着回到村里。“一台
拖拉机能顶 30个壮劳力，那两台‘东方红’成了
我们全村的宝贝疙瘩。”李清林说。

由于机械化起步早，大大提高了长发村的
耕种效率。长发村历史上曾创下多个吉林省粮

食单产新纪录，成了当地有名的富裕村。
那个年代，拖拉机手还是“稀缺资源”，想开

拖拉机并不容易，得先跟师傅学上三年，才能独
立操作。“别人碰都不让碰，拖拉机太金贵了，不
敢让生手操作，生怕弄坏了。”李清林说。

现在，长发村的仓库里还停放着一台早已
多年不用的“东方红”。李清林讲起了当年坐在
驾驶室里的“煎熬”，“发动机声音特别大，散发
的巨大热量一会儿就能把苞米烤熟，坐在驾驶
室里都烤脸。”

由于当时长发村土地多农机太少，一台拖
拉机配备了四个驾驶员，白天黑夜四班倒，人停
车不停。即使这样，一台“东方红”一天也只能耕
种 8 公顷土地，一个月的春耕期下来，村里只有
一半的土地实现机械耕种，剩下的土地依然靠
村民繁重的体力劳动。

“家家实现机械化，春耕不再

靠人力”

包产到户、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让黑
土地上农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进入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长发村农机站不再只有两台“东方
红”，大型履带式、“千里马”“手扶式”……各类

拖拉机有 40 多台套，工作人员最多时达到
60 多人。

纪宏生曾是李清林的徒弟，进入九十年
代，跟着师傅开过的“东方红-54”早已淘汰，
“马力更大、样式更多的各型拖拉机成为主
角，春耕基本不再依靠人力。”纪宏生说。

每年的春耕是纪宏生最忙的时候。“我
每天开着拖拉机去农户家地里干活挣钱，
一部分上交村里，一部分留作自己的劳务
费，春耕一个月下来能挣几千块钱。”纪宏
生说。

农机站机械多了，长发村的春耕生产也
实现了机械化全覆盖。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
开始购买小型农机具，拖拉机和播种机等逐
步走进农民家庭。

“以前种地是纯体力劳动，自从实现了机
械化全覆盖，我们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纪宏生说。

“一人坐在驾驶室，春耕秋收

全完成”

这几天，榆树市仁和机械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完成了春播。记者在现场看到，只有三台

大型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在黑土地上快速移
动。远远望去，黑土地显得很冷清，和人们印
象中的忙碌景象大相径庭。

合作社的拖拉机手宋正志牵引着免耕播
种机在地里忙活着。他告诉记者，现在春耕特
别快，近 20 公顷地三个拖拉机手一上午就种
完了，不需要多余人力。

登上拖拉机，记者看到驾驶室跟普通汽
车并无两样，但倒车雷达、卫星定位、车载测
亩仪一应俱全，科技感十足，拖拉机手随时能
掌握移动方向和耕种面积。宋正志说，现在开
大型轮式拖拉机就跟开汽车一样，一个人坐
在驾驶室，春耕秋收全完成。

宋正志所在的合作社流转了 400 多公顷
土地，还为农户代耕 1200 公顷，但这么多土
地也只需要一周便可播种完。“59 名社员中
近 30 人都是拖拉机手，拖拉机手就像私家车
司机一样普遍。”宋正志说。

目前，榆树市弓棚镇有农户 19500 户，农
机具保有量达 11000 多台套，大型农机专业
合作社 200 余家。“机械化拓宽了弓棚镇农民
的致富渠道，农民的收入结构由单一的土地
收入逐步变成‘土地+养殖+务工’多元收入。”
弓棚镇镇长宋宪平说。

三代拖拉机手见证黑土地上的新变革

新华社石家庄 5 月 29 日电(记
者杨帆)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农
技师“赵老敢”远近闻名。

“老敢”姓赵，但却不老，今年
30 岁的他在田间地头敢想、敢干、
敢闯，这才被乡亲们唤作“老敢”。

“赵老敢”真名赵永爽，1989 年
出生于乐亭县一户农家，在北京读
大学期间学了农学。记者采访时了
解到，因在校期间表现优异，赵永爽
毕业时曾接到一家农机公司年薪
30 万元的邀请。但 2013 年，赵永爽
决定回到农村老家。

“我希望用自己所学回老家做
点事，让乡亲们干活少辛苦一点、多
挣点。”好不容易考大学到了大城
市，却又要回家种地，赵永爽的所做
所想让乡亲邻里欣慰又疑虑。

乐亭是设施农业大县，温室大
棚密布乡野，黄瓜、甜瓜、西红柿三
种作物占全县瓜菜总面积近 60%。
赵永爽发现，这三种作物秧苗经常
需要用丝绳绑蔓吊秧，此过程需要
大量的人力重复操作，耗时且效率
低下。

在和秧苗的“对话”中，赵永爽
考虑研发一款绑蔓夹。在家人朋友
支持下，他凑了 30 万元启动资金，
查阅书籍资料并返校和老师们研
究探讨，远赴浙江等地考察 20 余
次。

不负辛苦，近百次试验后赵永
爽造出了国内首创、质量过硬的绑
蔓夹，解决了大棚作物吊秧的问题。
他推行“先给农民使用，满意后再付
款”的销售方式，受到了乐亭菜农的
肯定和欢迎。

“用‘老敢’的绑蔓夹，吊秧工作效率提高 3 到 5 倍，节
约成本八成，作物能增产 10% 以上。”乐亭县新寨村菜农
苑宗志说。

如今，“赵老敢”的绑蔓夹吸引了全国各地 400 余名
传统经销商，产品还闯出国门远销俄罗斯、美国、毛里求
斯，赚了外汇。

返乡当农民的“赵老敢”成功当上了“农老板”，这也
激励了当地更多年轻人关注农业、投身农村。赵永爽的团
队现今专注农业工具的研发、生产、推广，成员已有 30 多
人，外围还有一个 50 余人、平均年龄 30 岁的网络电商群
体。

“既能帮助农民省工增产，又实现自身干事创业的抱
负，这些年轻人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新希望！”唐山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郝泽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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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丝绸之源”

古村落焕发新活力

▲ 5 月 29 日，潞村绣坊的刺绣爱好者在参加刺绣活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潞
村是湖州东部有着千年历史的水乡古村落，从 2018 年开始，潞村启动“古村落风貌整体改造工
程”，通过保护性修缮，打造农文旅融合的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让千年古村落焕发出新活力。

位于潞村古村落的钱山漾遗址出土的残绢片和丝织品，是我国和世界上迄今发现年代最
早的蚕丝织品，以实例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丝绸文化的发祥地，因此被认定为“世界丝绸之源”。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黄卧云、黄毅)仙山村村民杨吉
亮很早就萌生了翻修自家土坯房搞“康养旅游”的想法，
但苦无资金。2014 年，一群上山来的成都游客主动“借”
给杨吉亮 70 万元建新房，还款方式就是，他们每次上山
在杨家的吃住等费用从这 70 万元中“抵扣”。靠着这笔
“投资”，杨吉亮把自家的土坯房重建成拥有 13 间客房的
砖混小洋楼，并办起了“康养旅游”，经过几年的发展，他
家从贫困户变成了富裕户。

杨吉亮祖祖辈辈居住在海拔 1600 米至 2900 米的四
川省米易县草场乡仙山村。过去的仙山村，虽有“仙山”之
名，却无“仙山”之实，村子地处偏僻山区，山高路远，离县
城有 30 多公里。山上也没什么产业，有的只是漫山的石
头。

都说靠山吃山，可守着石头山，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艰
难。到 2004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 900 余元，275 户人家
的村子，连一座砖瓦房都没有，是草场乡最贫穷的村。

目睹父老乡亲的穷苦日子，经商办企业致富的村民
郭友文在 2004 年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后，决定带领乡亲们
发展产业，振兴家乡，他把本已安置在县城的家搬回了山
上。

郭友文回村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路，筹资 160 多
万元硬化了村道 5 . 1 公里，打通了村民下山的通道。接
着，他又带领村民们整治渠堰，新建了数十口山坪塘和蓄
水池，这些都为仙山村的产业振兴奠定了基础。

这一次，仙山村真正靠山吃山，走上了致富路。
2007 年，仙山村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大规模种植核桃和
青花椒，林下套种烤烟、玉米、魔芋等作物，新的产业发
展模式迅速推广到家家户户，改变了仙山村传统的单一
粮食种植结构。如今，全村种植核桃、青花椒、樱桃 7200
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仙山村的石头山，披上绿装
变成了青山，仅核桃、青花椒、樱桃 3 项，去年就为村民们
带来 600 多万元的收入。

村民莫文萍过去在房前屋后、田边地角零星种植果
树，果子只能卖出几个盐巴钱。全村产业结构调整后，她
去年卖核桃和花椒收入了 1 万多元。

石头山绿了，仙山村的小环境和小气候为之一变。林
木茂盛，山涧奔流，空气清新，夏天凉爽，冬天暖洋洋，仙
山村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仙山”。每年上山康养度假和
休闲旅游的外地游客有 3000 多人次。

游客们纷至沓来，仙山村的村民们也不断拓宽产业
发展门路，致富之门一扇接着一扇打开。

米易县年平均气温 20 . 5 摄氏度，吸引着天南海北的
游客来此避暑、过冬。

记者近日来到仙山村，只见山坡下，一群当地特有的
矮脚鸡正叽叽喳喳觅食。如今任仙山村党支部书记的郭
友文告诉记者：“游客消费水平高，催生出我们村的特种
养殖产业。村里不仅办起了养牛场，还集中养殖香猪、豪
猪，肉价是普通猪肉的好几倍。”

上山游客住农家屋，吃农家菜、农家肉、农家果，村
民们收入可观。2015 年，仙山村贫困户全部脱贫。2018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近万元，成为米易县有名的富裕
村。

“我们村的经济林即将进入盛产期，到时每年光卖
果子，村民们的收入就有两三千万元。我们还准备发展
核桃、花椒等农产品深加工，形成产业链，老百姓的日
子以后会更加美好！”郭友文对“仙山”的未来充满信心。

仙山村真的

靠山吃山了

据新华社郑州 5 月 29 日电(记者宋晓东)
在河南省新蔡县砖店镇的一块麦田里，收割机
刚收完麦子，后面就跟着一辆秸秆打捆机，一路
走过，秸秆自动打包成捆留在了麦地里。

“一捆秸秆能卖一块钱呢，谁还舍得一把火
给烧了？”63 岁的农民梅金云说。

河南省新蔡县是产粮大县，全县种植小麦
面积超过 130 万亩，今年夏粮再次迎来丰收，但
也产生了 75 万吨秸秆。过去，为了不影响耕种，
农民常常“一烧了之”，不仅影响空气质量，还可
能引发火灾，如何处理好秸秆成了一件让人头
疼的事。“治理秸秆焚烧，关键要把秸秆的利用
价值发掘出来。”河南未来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谷卫东说，公司从农户田里回收秸秆，
利用秸秆与畜禽粪便进行厌氧发酵，生产有机
肥，秸秆实现了变废为宝。

“别看一捆只有一块钱，积累起来，也是一笔
收入。”谷庄村村民李花平说：“以前秸秆都直接
烧了，现在一亩地秸秆能打 30 到 40个捆，一捆
1 块钱，我家 10 亩地光秸秆能赚 400 来块钱。”

不仅能做有机肥，秸秆在养殖大户的眼里
也是做饲料的好原料。前脚刚收完麦子，新蔡县
李桥回族镇石庄村的养牛大户耿继青就开始回
收秸秆加工做饲料了。“我一年收 6000 亩地的
秸秆，成本也就六七万块钱，但能节省将近 20
万元的饲料钱，既省钱又环保。”耿继青说。

新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希山介绍，新
蔡县夏收产生的 75 万吨秸秆中，有 30 万吨实
现了能源化利用，另外还有 35 万吨实现饲料化
和还田。综合利用让秸秆成了“香饽饽”，不仅有
效治理了秸秆焚烧问题，也带动了当地循环生
态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

从“偷 偷 地 烧”

到“舍 不 得 烧”
河南新蔡：秸秆变成“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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