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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春 6 月 12 日电(记者陈俊、段续、
邵美琦)初夏时节，中原地区的麦收已至尾声，东
北的插秧还在进行。吉林省辉南县朝阳镇兴德村
的稻田里，忙碌的不止有农民，还有一群甘愿辞去
稳定工作、从白领变身农人的大学生。种地“老把
式”们没想到的是，一群大学生，竟让农活变了模
样：种地不用农药，大米不卖粮贩，农闲也能赚
钱……大学生们盯住消费升级带来的广阔市场，
在农田里玩出了“新花样”。

没想到大学生种地这么能“折腾”

站在兴德村的田埂眺望，被称为“长白山门户”
的龙岗山脉清晰可见。广阔的稻田里，黑土土质肥
沃，秧苗生机盎然。“自然条件好，大米品质高，可多
年来我们一直苦于价格低、卖不动。”兴德村的党支
部书记国洪义说，45 岁的他种了 20 多年水稻。

让这个种田“老把式”想不到的是，五年前十
几个大学生的到来，改变了村里沿袭已久的种植
方式，给村里带来了巨大变化：农民收入高了，人
均年收入比过去高出 2 万多元。大米价格高了，每

斤能卖到 20 多元。销售渠道也广了，现磨现卖
的好大米卖到了北上广，去年 1000 多亩有机水
稻销售额达 2000 多万元。

闫坤和冯齐君，就是让国洪义服气的大学生
团队成员。2013年，两人分别辞掉城里的工作，从
兴德村流转了 1000多亩稻田，成立物元农场。几年
下来，吸引了十几个更年轻的大学生扎根农村。

“新生代”入村，给村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
“能折腾”。肥料全换成有机的，除草尽量用人
工，防虫不喷农药，引入赤眼蜂技术进行生物防
虫，稻田里还养起了鸭和蟹除草。

种田的新旧理念冲突时有发生，2015 年夏
天虫害侵袭，村民们急得要把农药立马喷进稻
田。可大学生们不妥协。双方僵持之余，闫坤和
同事们求助专家，重金购置了生物农药印楝素
解决了虫害，保住了品质。这一仗下来，村民们
服了，给娃娃们竖起大拇指。

没想到大米还能论“顿”卖

高标准严要求的种稻方式让村民们着实适

应了一阵，精心呵护的稻米收割下来，“老把式”
们急着准备脱壳打磨、装袋售卖，没想到却被大
学生们拦住了，他们设计出精致的真空小包装，
一顿饭拆一包。“老把式”们心里打起了鼓，却没
想到这么小包装的米真有销路。“以前成吨卖，
竞争激烈利润低，现在拳头大的小真空袋，只够
三口之家吃一顿饭，竟然嗖嗖出货，能卖到 20
多元一斤。”国洪义说。

在物元农场的恒温粮库里，带着稻壳的米
堆成小山，这种储米的方式在农村不多见。营销
总监陆晓泉解释说：“带壳储存更保鲜，有订单
我们才磨，大米品质更好，口感更香。”

包装变小，带壳储存，是大学生们深入分析
市场后做出的决策。“大家在追求吃得更健康，
更新鲜，更方便。”冯齐君说。

超市已经不是农场的主要销售渠道，大学生
们直接面对消费者，不仅推销优质大米，还做起
了“售后服务”，有专门的稻田管家，还有专门的家
庭营养师。在物元农场的客户微信群里，营养师
不断根据客户需求推出定制食谱。

“我曾在银行工作，这样的做法来自我的从
业经历。”闫坤说。如今，物元农场推出的私人定
制服务供养着 500 个家庭，还在不断增长。

没想到农业还能玩出这么多新花样

过去，农忙农闲“泾渭分明”。现在呢？

“冬天有人来看雪，春天有人来体验插秧，
夏天组团来烧烤。”60 岁的村民马有才说，“大
学生来了，‘麻烦事儿’多着呢！”老马的生活更加
忙碌，但他嘴上抱怨心里甜，因为干活赚得多
了，村里人气儿旺了。

一个接一个“没想到”，让种田“老把式”
也“开了窍”。国洪义正谋划把村里的水泥
路和水渠翻新，再修建一些木屋、木栈道，
在稻田里扎一些稻草景观，弄几幅稻田画，
把旅游观光和稻米种植结合起来。“城里人
下乡来，既能吃好米，又能看美景。”国洪义
说。

大学生们则计划着，把大米开发出更多“可
能性”。如今，他们正与知名互联网企业和卫视
频道合作，把产品推广到更多家庭。“转行做农
业，并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觉得这片田野里
真的有希望。”陆晓泉说。

更多年轻人被吸引回来。安虹奇是兴德
村的一个“90 后”，2014 年回村的他，看到
田埂里的“新花样”、田间的同龄人，毅然决
定辞工回家，做“新农人”。干的还是插秧、除
草、开农机，但安虹奇心里滋味不一样：“以
前是养家糊口，现在是做一番事业，让村子
更繁荣。”

“团队还会招聘，这片希望的田野，正
吸 引 着 更 多 怀 揣希望 的 年 轻 人 。”闫 坤
说。

大学生种田让农民“老把式”开了眼
吉林长白山下的稻田新事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黎昌政、俞俭)“只施有
机肥，每根葡萄藤只留一串葡萄，每串 75 粒至
80 粒，每亩限产 1000 公斤。6000 亩葡萄已全
部被外商以每公斤 60 元的价格订购。”湖北省
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村支书张德华指着山坡上
的葡萄园说。

站上山头，记者看到，彭墩村里平地是稻
田，坡地是果园，洼地是池塘，田野间建有欧式
酒庄、豆粉厂、大米加工厂。张德华介绍，村里的
葡萄、梨、桃种植面积一共有 1 . 6 万亩，全部选
用优质品种，施用有机肥，控产保质，效益是普
通水果的 10 倍以上。

“农业要成为赚钱产业，还是要靠融合发
展。”2003 年以来，张德华以彭墩为中心，辐射
带动周边村土地 14 万多亩，将特色种植养殖、

食品加工、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如今，优质农产
品成礼品，田园变风景，工厂变景点，环境清幽
的彭墩村成为 4A 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
超过 60 万人次。

就业机会也多了，出去打工的村民陆续回
村发展，近年从外地回村的有 300 多人。村民丁
燕丽以前在广东打工，5 年前回村发展，她说：
“在村里工作和外面的收入差不多，还能照顾家
里的老人、小孩。”

村民流转土地每亩收入 1000 元，打工也有
一份收入，年底“粮食银行”还会分红，彭墩村成
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人均纯收入从 15 年前的
2700 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3 . 5 万元。

彭墩村是钟祥市三产融合发展的一个范
例。钟祥市市长郭志泉介绍，三产融合发展中，

坚持擦亮农字底色，构建种养加销游一体的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农农、农工、农旅、农金、
农商大融合。

近年来，钟祥市培育农民合作社 3000家、家
庭农场 500 多家、种养大户 6000 多户，流转土地
98万亩，形成万亩以上优质水稻、花卉苗木、林果
蔬菜等基地 23 个。推广“香稻嘉鱼”等 40 多种生
态种养模式，面积达 70万亩，规模以上农产品加
工企业达 106家，全市形成一批知名品牌。

钟祥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苏勇说，建设美
丽乡村，推进田园变游园、农房变客房、产品变
商品，全市创建了 18 个省级旅游名村和休闲农
业示范点，发展观光农苑、农家乐园、生态游园
1872 家，全市 50% 的村建成美丽乡村示范村。

“来旅游的人多，农家乐生意好，还种了 3

亩枣树供游客采摘，一年收入大约 20 万元。”客店
镇南庄村二组村民粟西芳说。

“农旅融合好处大！”南庄村党支部书记郭丁
山介绍，村里农户种植葛根 180 亩、瓜篓 150 亩、
花卉及铁皮石斛等 100 多亩。村民有的在专业合
作社打工，有的开农家乐，有的卖云雾茶、中药
材、野生蜂蜜等土特产，村民收入大幅提高，35 户
贫困户有 34 户去年脱了贫。

以全域旅游为特色的客店镇，探索出“美丽乡
村+特色农业+旅游”的发展路径，打造特色旅游
小镇。客店镇镇长袁坤介绍，近年引导群众建成
800 多处村头小景、600 多个观光小院，建成一批
小果园、有机蔬菜园、玫瑰观光园。今年 1 月至 5
月，全镇接待游客超过 30 万人，农旅融合促进了
农民增收。

湖北钟祥：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更富农村更美

据新华社郑州 6 月 11 日电(记者韩朝阳)农
业大省河南不缺“身份”意义上的农民，但随着农村
劳动力就业转移及新一代农村青年对土地日益“陌
生”，随着现代农业生产中不断引入新技术、新理
念，“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开始成为困扰农业发展
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2014 年起，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在河南“开花结果”，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
经营的“新农人”拥抱绿色田野，激发金色希望。

从“进城打工”到“回乡务农”

农民成为新职业

34 岁的“新农人”杨洋本是企业职工，10 年
前，他随父亲在孟津县送庄镇承包土地种果树。
“刚开始不愿意，觉得搞农业又苦又累，还不挣
钱。”杨洋说，“但干了几年后，越来越觉得种地也
是一门学问。”立体种植大棚、水培技术、生物防
治……杨洋在各类培训中开阔眼界，更新理念，这
些如今都用在种植园里。

“种地又苦又累，还不挣钱，这是很多人对农
业的看法，也是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的重要原
因。”洛阳市农广校校长马会丽说。走在乡村，马会
丽发现农村留不住人，劳动力流失，一些土地被抛
荒。关键农时缺人力、现代农业缺人手、乡村振兴
缺人才的问题日益突出。

2014 年起，在国家政策指引下，马会丽和同
事开始为培育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
务型职业农民而忙碌，4 年间，共培训 1 . 7 万余
人。“现在要做的是通过技术、管理、经营等方面的
理论教学，加上田间实训，先转变大家对农民、农
业的传统看法。”马会丽说，“尤其是让年轻人看到
干农业的希望。”

2014 年至 2018 年，河南共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 75 万余人。从进城打工增收，到回乡务农挣钱，
“身份”意义上的农民逐渐减少，“职业”意义上的
农民日益增加。

从“土里刨食”到“地里淘金”

农业迎来新发展

10 年前，当在北京做水果生意的吕妙霞提出
要回家乡河南省孟津县种草莓时，毫无意外遭到

家人反对。“都说‘土里刨食’吃苦，不愿让我当农
民。”吕妙霞只能以“带乡亲试一年，之后还回去
做生意”为由“赖”在村里。选品种、找技术、跑市
场，吕妙霞一点点摸索出种草莓的“门道”。如今，
吕妙霞的 1200 亩草莓种植基地每年营收 2200
余万元，带动周边发展近 3 万亩草莓种植基地。

2018 年，吕妙霞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她觉
得农村需要有头脑、有能力的人干事创业，“职
业农民不仅要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还要成为
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安县五头镇马头村有超过千年的樱桃种
植史，但马头村人长期未能从樱桃上“淘到金”。
“主要是缺农业技术，缺经营理念。”马头村村主
任张韶东说，“现在讲究智慧农业、绿色产品、品
牌运营，传统农民咋懂这些。”近年来，在村中职
业农民的带动下，樱桃种植户大都参加了技能培
训，村里发展起 2500亩大樱桃，一亩樱桃年产值
约 1万元。张韶东说：“以前村民更愿外出打工，觉
得种地没前途，现在重新看到种地的希望。”

从“苦卖力气”到“善拼智力”

农村汇聚新人才

在新安县五头镇易发公司种植基地的驯化
棚里，从恒温无菌组培室里移植出来的樱桃幼
苗正适应外部环境。3 年前，回乡种樱桃的张金
练没想到自己还能种出“大学问”，“种植过程
中，发现苗木的病虫害很难防治，就想和高校合
作自己育苗。”今年，樱桃上还未营收，卖掉的 4
万余棵苗木先收入上百万元。

张金练觉得：“职业农民要不断解决问题，
并随着市场需求变化，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

像张金练这样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职业农
民正逐渐增多。“职业农民不是仅凭力气种地，
而是凭技术、靠管理来经营农业，由拼气力转向
拼智力。”新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苏守江说。

采访中，如何让职业农民更好发展是大家共
同关心的问题。洛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裴万赢
说，农业生产周期长、投入大、风险大、见效慢，除
了在技术、管理、经营等方面进行培训，应该在政
策、资金、社会认同等方面给职业农民更多支持，
让农民成为有钱赚又体面的职业。

从“ 土 里 刨 食 ”

到“ 地 里 淘 金 ”
“新农人”拥抱绿色田野激发金色希望

“农业很有奔头”

▲ 6 月 11 日，魏先曼(右)和河图
镇长坪村村民张忠伦一起查看水稻种
植和生长情况。作为“电商扶贫”的一
种方式，魏先曼创办的“淘乡村”电商
平台已经提前支付订金认购了这些水
稻。 新华社记者李京摄

 6 月 11 日，魏先曼在电商平台
“淘乡村”线下体验店内整理、摆放特
色产品。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今年 39 岁的魏先曼从小在重庆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魏先曼来到城市打拼，经过多
年努力，成为重庆一家星级酒店的管理人员。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2014 年她辞去了工
作，来到南川区河图镇骑坪村，“重返”农业。除了发展板栗等特色农产品种植，魏先曼还把
“互联网+农业”“电商+扶贫”“市场+公益”作为发展战略，打造连接城乡、服务农民的“淘乡
村”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并与多个贫困村签订“电商扶贫”合作开发协议。南川区 20 多个乡镇
的农产品可以借助“淘乡村”进行销售、推广。流通环节缩减了，当地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

如今，魏先曼在骑坪村打造的民宿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中。她觉得，农业是“很有奔头的
产业”，能让更多的农民共享奋斗的成果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林
嵬、韩朝阳)与魔术朝夕相处
20 年的马豹子变戏法“不入
流”，却靠魔术挣下千万财
富；与商品批发不搭边的马
豹子，却捕捉到“魔术+销售”
的巨大商机；回乡当村支书
的马豹子，又总结出农村最
畅销的十大商品。不懂经济
学的马豹子有一套自己的
“生意经”，成就了自己，带动
了行当，造福了乡亲。

闯市场：十万大

山里变戏法，开放浪

潮中找门路

小乡村里建起年销售额
10 余亿元的大市场本是件
“稀奇事”，河南省宝丰县大
黄村村民却见怪不怪，闯市
场、抢市场、建市场，马豹子
给“魔术村庄”带来太多“惊
讶”和“惊喜”。

“一捆围布一根绳，三根
竹竿来搭棚。真真假假变戏
法，换得银钱回老营。”30 年
前，17 岁的马豹子跟着魔术
团“跑江湖、变戏法”，一年也
就混个肚圆。

“魔术团很红火，但钱都
让团长挣了。”19 岁的马豹
子卖牲口“扎本钱”，自己组
团，“云贵川山大沟深，别人
不敢去，我就到十万大山里
表演。”

9 个人的小魔术团第一
站到了四川。别的团为省运
费在一个地点待上十天半
月，马豹子却“打一枪换一个
地方”，专赶逢场天(赶集的
日子)；别的团里团长拿大
头，马豹子却跟大家分红；别
的团找块空地搭帐篷演出，一星期花 15 元钱，马
豹子找电影院合作，演一场租金 40 元钱。

“豹子的想法太冒险，真怕把路费赔进去。”马
豹子的大哥马松政当时随团，他没想到逢场天早、
晚演两场，场场爆满，5 角钱一张票，一天挣几百
元。

思路一变天地宽，生得膀大腰圆、眼明唇厚的
马豹子憨厚中透着精明，他找到了遗漏的大市场。

在西南地区闯荡 7 年，马豹子又瞄准东南沿
海，都说沿海地区人精明，他偏要去闯一闯。在深
圳，马豹子找体育馆合作，“当时老家票价才几元
钱，深圳能卖到 60 元钱，一场就赚几万元钱。”

多数魔术团在河南周边小打小闹时，马豹子
硬是将团队扩大到 200 余人，挣下千万财富。

抢市场：魔术表演聚人气，不卖

门票卖商品

“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大黄玩魔术，人人
有一手。”宝丰是“中国魔术之乡”，魔术是当地人
的重要营生。2003 年后，由于电视和网络的冲击，
行情急转直下，大团萎缩成小团，小团半路散了
伙，大黄村 60 余个魔术团仅存下 20 多个。

老艺人们想不通，千百年传下来的饭碗，咋说
砸就砸了？马豹子看得透，他从批发皮衣的商贩处
找到了魔术团的出路。“一次批发几万件皮衣，薄
利多销也是大财富。”马豹子看准“魔术表演聚人
气，不卖门票卖商品”的大市场。

大伙有疑虑，观众看演出，还推销商品，不怕
被砸场子？马豹子说，免费表演，魔术聚人气，推销
聚财气。村里人更没底，看完演出，观众一哄而散，
谁会买商品？马豹子算了一笔账，10 个人中有 1
个人买商品，这买卖就亏不了。

“赚了算你的，赔了算我的。”已回大黄村当支
书的马豹子鼓动魔术团团长郑延辉先行先试，结
果净赚了 1 万多元。

行胜于言，“魔术+销售”模式迅速在宝丰传
开，一头连着厂家，一头连着消费者，省去中间成
本，物美价廉，薄利多销，魔术团抢到了农村销售
市场，变戏法般又红火了。如今，2300 余人的大黄
村，在外演出的团队有 87 个，从业人员 1100 余
名。

建市场：“小魔术”变出“大产业”

5 年前，在外闯荡 10 余年的魔术团团长宋永
军由“带团”改当“坐商”，见证了大黄村西头的小商
品批发市场从“啥都没有”到“店铺林立”。“我现在
的店铺以前就是大水坑。”宋永军说，“在外面开了
眼界，扎了本钱，也跑累了，就回来干批发生意。”如
今，近 600 辆面包车从宋永军的店铺进货，一年销
售 70 余万双健步鞋，营业额超过 2000 万元。

“想建小商品集散地，本是为了给魔术团供
货。”小商品批发生意的火爆，让村支书马豹子出
乎意料，但“意外”中却暗含“商机”，他总结出农村
最畅销的十大商品，排名第一的是图书。

大黄图书批发市场应运而生，23 家商户与
22 家出版社对接，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年销售图
书 2000 多万册(套)，年销售额约 4 亿元。年营业
额 3000 余万元的图书批发商李晓辉说：“马支书
把路子找对了，把名气打响了，把生意揽来了。”

如今，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大黄图书批发市场
内有商铺近 300 家，年销售额约 15 . 6 亿元，辐射
带动周边约 3 . 7 万台面包车、2800 台流动舞台
车、13 万人就业。10 年间，大黄村人均收入由不
足 6000 元猛蹿到约 3 . 7 万元。

“现在大黄只是商品集散地，今后村里要搞
‘前店后厂’，建产业园。”47 岁的村庄带头人却有
着 20 岁小伙的闯劲儿，马豹子的愿景说来也简
单，就是“家家有活干，人人把钱赚，村庄更美丽，
邻里更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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