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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乡村振兴

　　促进人才、资金、技术向欠发达地区流
动，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记者近期在贵州调研时看到，一批批
年轻人下乡扛起基层组织建设重任，一个
个“新农人”在农村投资创业激情澎湃，一
篇篇“大豆大咖”“蘑菇教授”的“论文”写在
田间地头……生产要素自发向欠发达地区
流动，人才回流渐成气候。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游燕”
归乡，带动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重组，如今
贵州乡村振兴迎来充满活力的新局面。

  新村干：从口头到心头，青春

洒在农家院

　　从城市回到农村，不少“ 90 后”“ 95
后”开始在基层组织中“挑大梁”。
　　最近，贵州都匀市墨冲镇同心村党支
部被评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五星级
党支部”。两年前，在城市打拼的娄大付，来
到同心村担任村支书，决心探索党建新路
径，积极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开会不走过场，把理论学习和解决实
际问题结合在一起，是娄大付的关键一招。
过去，村干部年龄老化，不会用电脑，村里
开会学习，以念文件为主。现在，年轻的村
干部们结合学习主题，将群众身边的事拍
成短视频，或者做成 PPT 等，用多媒体方
式在大屏幕上一边放映，一边开会讲解。
　　“比如，学习中央一号文件时，就结合
村里主导产业芦笋存在的问题，开展技术
培训和问题答疑。内容务实，形式新颖，吸
引了党员和村民积极参与。”娄大付说。
　　在贵州贵定县盘江镇“90 后”镇长李
可看来，返乡、入乡扎根的年轻力量，极大
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集体经济从“空壳”，到积累 300 万
元，贵州正安县土坪镇明星社区用了 7 年
时间。这个偏远的社区，每年茶叶产值超
700 万元，在居委会主任惠超带领下，走上

了做大做强集体经济的梦想之路。
　　 4 年前，惠超号召村民种茶致富，响
应者寥寥无几。为了提振村民信心，他决定
带头入股集体经济合作社，同时动员村里
的 17 名党员一起干。
　　“必须改变老思路，说‘给我上’不如说

‘跟我上’。我带头入股，增强了群众对发展产
业的信心，让他们愿意跟着我干。”惠超说。
　　凭借着多年在沿海地区务工的经验，
惠超的新思路带来了新动力：全村茶园迅
速从 2000 亩拓展到 7000 亩；去年集体
经济合作社实现利润 100 多万元……今
年，明星社区 100 多户群众纷纷出资入股
集体经济合作社。
　　贵州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基层组织
换届之后，村党组织书记中，学历大专及以
上的占 54.6% ，比上届提高 20 个百分点；
平均年龄 40.5 岁，比上届下降 6.5 岁。本
届村党组织书记中，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
致 富 能 手 、回 引 人 才 分 别 占 1 2 . 2 % 、
42.1%、13.1%，比换届前分别提高 5.5 个、
6.4 个、7.4 个百分点。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注重从
大学毕业生、致富能手、返乡人员中选拔村
党支部书记，就是要提高带头人队伍整体
素质，促进基层班子结构、政治生态进一步
优化，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贵州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新农技：从屋头到田头，“论

文”写在脚板底

　　从书斋、学校，走向田间地头，是越来
越多农业技术专家的选择。
　　在贵州大方县，大豆种植面积从 2011
年的 100 多万亩，增加到今年的 300 余万
亩；大豆亩产量从 70 公斤提高到 150 公
斤。这个可喜的改变，凝聚着国家大豆产业
技术体系贵阳综合试验站站长陈佳琴团队
多年的心血。
　　大方县是贵州大豆主产区，但传统大
豆品种结荚少、易倒伏、产量低。2016 年，
陈佳琴决定去大方县当科技特派员，引进
国内 300 多个大豆品种进行适应性鉴定。

经过 3 年引种试验，终于选育出产量较高
的黔豆 7 号、齐黄 34、中黄 76 等品种。
　　“只有到田间地头，才能发现真问题，
研究才能有的放矢，科技成果才能转化为
生产力。”陈佳琴说。
　　农业专家下乡，不光能选育品种，还能
帮助农民通过稻田轮作提高亩产效益。
　　贵州的冬季，农田大多闲置。贵州省农
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邦喜
看准了这个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向，立即着
手培养冬季低温菌种，帮助农民利用冬季
闲田种植羊肚菌。
　　贵州剑河县革东镇麻栗村农户姜帅曾
多年种植羊肚菌，但由于技术不过关导致
连年亏损。起垄、覆膜、放营养袋、采菇……
张邦喜驻村指导后，手把手教会姜帅所有
技术细节。
　　站在羊肚菌基地大棚里，姜帅一边采
摘羊肚菌，一边喜不自禁地说：“今年亩产
已经超过 600 斤，产值接近 100 万元。”
　　 6 年来，张邦喜一直奔波在苗岭山
区。“冬季种菌，春夏种粮，稻田轮作技术一
旦被农民掌握，就能够直接转变成收入。”
张邦喜说。
　　贵州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说：“2016
年至今，贵州共有 10037 名科技特派员赴
基层开展技术服务。这些科技特派员都具
有中级以上职称和 3 年以上从业经历，大
多是来自普通高校、科研院所、农技和林技
服务部门的科技人员。”

  新农企：从网下到网上，生意

做在山海间

　　从进城创业，到入村淘金，不少“新农人”
开始转变发展思路，到农村扎根蔚然成风。
　　“2021 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返乡创
业人数达 18.45 万人。”贵州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返乡创业人
才异军突起，成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带动科技、项目、资金等资源要素
下沉乡村。
　　通过“云上种养”，互联网传输数据，农
业种植养殖有了精确数据依据。

　　在广东打工 10 多年的万开春，几年
前回到贵州息烽县九庄镇鸡场村，开启“智
慧养鸡”创业，成为当地有名的养鸡大户。
　　在万开春的鸡场，部分设备在手机上
就可以操作。“这个 App 随时有预警，自动
采集圈里温度和气体数据，圈内氨气浓度
高了，就点开开窗通风的按钮；温度太低
了，就点开热风炉按钮加热。”万开春指着
手机上的 App 说，一年轻松养好 3 万只鸡。
　　在贵州贵谷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
后台，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公司蔬菜种植基
地的土壤微量元素数据。“哪个地方缺肥
料，缺少哪种肥料，在这里都一目了然。施
肥不再是凭经验，而是凭数据，避免了肥料
浪费，又避免过度施肥引发土壤板结。”该
公司总经理王小清说。
　　“云上销售”让“新农人”大大拓展了市
场销售半径，同时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准确
的市场需求反馈信息。
　　依托电商平台，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
米箩镇的猕猴桃创业基地把产品卖到了北
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快递两天内就
可以送达消费者手中。
　　“来自电商平台和线下终端的销售数
据会告诉我们，哪些猕猴桃产品市场需求
大，产品规格和包装该如何优化，反过来指
导生产。”六盘水凉都猕猴桃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毅说。
　　得益于便捷的互联网工具，“新农人”
还能更有效地规避市场风险。
　　大学毕业后，郑培坤选择回岑巩县塔
山村老家养猪。在过去 4 个“猪周期”中，
郑培坤每次都是赶在价格大幅下跌前，售
完所有存栏生猪，然后又在价格低谷购进
母猪。郑培坤的诀窍在于，通过互联网随时
收集和分析玉米、稻谷、小麦、石油等现货
和期货价格趋势，同时关注全国饲料、兽
药、生猪存栏的宏观数据变化。
　　“如果运输成本变化不大，而玉米、豆
粕、麦麸等饲料价格暴涨，且兽药消耗量不
大，那就基本说明生猪存栏量和生猪体重
处于高位，则未来三四个月内生猪价格下
跌可能性较大……”郑培坤说。
 （记者欧甸丘、吴思、杨欣）新华社贵阳电

春 风 唤 来 燕 归 乡
人才回流助力贵州乡村振兴开新局

　　新华社重庆 5月 16 日电
（记者李勇、张桂林、李晓婷）一
枝牡丹能绽放几种“花样”？一
棵药草如何飞出大山？一片柑
橘园又能生发多少产业？在大
巴山麓的重庆开州区，得益于
数字技术赋能，这些问题有了
新答案。
　 　“ 巴 山 药 库 ”“ 柑 橘 之
乡”……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
水果、药材基地，开州有着不少
远近闻名的“名片”。但长期以
来，传统种养模式并未充分发
挥出这些特色产业的价值。近
年来，借助“数字乡村”建设，开
州加快推动数字技术走进田
野，带动农业生产智慧化，打通
线上销售、品牌推广之路，促进
农业“接二连三”，为乡村振兴

“锦上添花”。

  以“数”种养，智慧

农业“绽放”小山村

　　初夏时节，大巴山脚的气
温逐渐攀升。开州区五通乡桐
林村村委会办公室里的智慧大
屏发出预警：三峡乡村牡丹园
的温室大棚温度异常。牡丹园
负责人李春勇赶往温室查看，
发现水冷系统出了故障，立即
着手维修。
　　“牡丹娇贵，对温度、湿度
要求严格。有了物联网感知系
统，就能精准监测和调节生长
环境。”负责系统搭建的重庆大
数据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副总经
理宋利犀说。
　　过去，这里的村民喜欢在
房前屋后零星种植芍药和牡
丹，弃花取根做药材。传统耕作
方式既难保证品质，又无法提
高附加值。如今，村里建起智慧
种植大棚，从河南等地引进多
种观赏牡丹，实现规模化科学
种植。李春勇说：“村里正在谋
划推出牡丹鲜切花、植物饮料
等，进一步做大产业链。”

　　今年初，开州区五通山羊股份合作社养殖的黑山羊，全
部戴上了黄色“耳标”，内部装有智能芯片，可实现养殖全过
程追溯。
　　养殖大户李秀钦说：“黑山羊是五通乡的特色产业，但
以前很难照顾到所有羊的健康状态，现在通过智慧养殖追
溯系统，羊的位置、疫苗接种情况、羊舍消毒日期一目了
然。”
　　开州区农业农村委主任扈月文介绍，开州已初步构建
起农业大数据基础信息框架，建成柑橘、水产、畜禽等智慧
农业物联网 50 余处，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借“数”通“路”，小农户也能对接大市场

　　作为重庆中药材优势产区，开州拥有木香、玄胡、黄连
等中草药 1080 余种，“开县木香”更是跻身重庆三大道地
药材之列。“但大山里的村民信息不畅，更不懂得价格波动
的逻辑，这些‘宝贝’过去藏在深山，销路都成问题。”关面乡
乡长刘先宏说。
　　如今，依托数字技术，开州建起 470 个益农信息社和
100 余个电商扶贫驿站。2020 年，开州基于多个木香交割
点的价格数据，编制发布了木香价格指数，农户能根据指数
及时调整种植策略，销路和价格更有保障。
　　五通乡桐林村则通过互联网平台打造起“认养农业”，
把销售前移至生产端，实现优质农产品的“私人订制”。
　　来自成都的汪先生是桐林村第一批桃树“认养人”。通
过线上对接，依托溯源系统，汪先生可随时掌握桃树的生长
状态，收获后的鲜果直接快递送达。
　　“有了线上认养机制，足不出户也能卖个好价钱。”桐林
村党支部书记何东说，全村已有 200 余棵桃树被认养，收
益近 4 万元。未来，认养机制还将拓展至黑山羊、黑鸡、黑
猪等特色农产品。
　　统计显示，通过电商等数字平台打品牌，2021 年开州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4.53 亿元，同比增长近 30%。

一“数”千“花”，“接二连三”促振兴

　　购买一盆牡丹，就能获取一盆“牡丹花元宇宙”系统中
的线上数字牡丹，消费者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记录和分享数
字牡丹生长状况……在开州三峡乡村牡丹园中，智慧农业
正在打造农旅互联的新体验。
　　“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加入，让传统的牡丹园
趣味满满，提升了游客的参与度和沉浸感，把观赏游变成深
度游。”负责五通乡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的浪潮集团副总裁纪
磊说。
　　在开州，依托数字技术和现代农业发展，越来越多的田
园变为乡村游乐园，带动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
　　“五一”假期，开州区竹溪镇灵泉村“生态乐园”迎来不
少游客。然而在过去，以蔬菜、柑橘等传统种植业为主的灵
泉村产业单一、收益有限，不少土地撂荒。
　　最近几年，灵泉村在撂荒地上建起智慧贡橘采摘园、标
准柑橘果园等，配套各类旅游设施，一批农产品初加工、乡
村体验游项目落地。
　　村民邓长坤细数这两年的变化：“土地流转有收益，后
续有分红，还可以在自家张罗农家乐，‘一茶一席’招待游
客。看到好机遇，不少村民返乡创业。”
　　今年 1 月至 4 月，开州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376 万人
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 19.6 亿元，同比增长 11.8%。
　　在五通乡，以智慧牡丹园为媒，花开时节发展乡村游、研
学游，枝叶枯萎后采收牡丹皮入药，并推出牡丹饼、牡丹汉
绣、牡丹酒等周边产品。五通乡党委书记李克勤介绍，未来还
要在牡丹园附近打造高山民宿，发展特色乡村旅游项目，“这
里以前是药乡，现在变花乡，未来还要变成旅游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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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赖星

　　莲，花之君子者也。井冈山斗争时期，
时任江西莲花县委书记的刘仁堪用慷慨赴
死诠释坚定信仰，被后人称为“莲花君子”。
多年后，刘仁堪的故乡莲花县升坊镇浯二
村坚持传承革命精神，在乡村振兴和美丽
乡村建设中，以红立村，以绿强村，焕发出
新的活力。
　 如今，刘仁堪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吸
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悟英雄事迹。“当
年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押上刑场，敌人将他
的舌头割下，血流满地。临刑前，他用脚蘸
鲜血书写‘革命成功万岁’六个大字，英勇
就义。”彭慧清是刘仁堪红色教学点的讲解

员，她多次为前来参观学习的干部群众宣
讲刘仁堪的革命事迹。
　　浯二村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中
着力突出红色主题元素，于 2021 年成功
入选第二批江西省级红色名村和中组部红
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我们将党建引领、红
色传承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传承刘仁堪
烈士的革命精神，着力打造既有红色故事，
又有蓬勃风貌的红色名村。”浯二村党总支
书记刘卫明说。
　　浯二村以基层党建标准化、规范化、信
息化“三化”建设为抓手规范支部建设，充
分发挥村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
用。村“两委”将所有办公场所搬至村委会
一楼，实行集中办公，通过微信预约“坐诊”

与“出诊”结合，免费上门为困难户办理社
保缴费、医疗报销等便民服务年均达 300
余人次。
　　“我腿脚不太方便，又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是村干部上门帮我办好了申请低保和
农村建房的手续。”62 岁的低保户刘仔留
竖起大拇指说道。
　　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浯二村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彰显，他们在疫情防
控和反诈宣传等中心工作中，累计为镇村
群众服务 5000 余人次。2021 年以来，浯
二村还对全村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让村容村貌大变样，村里不仅有海绵广场，
路面还铺设了沥青。
　　“如今，浯二村村容村貌更美了，村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尤其是
参与村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更高了。”彭慧
清发现，这些年，村民不仅生活水平提高
了，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为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拓展村民增
收渠道，浯二村立足当地的生态优势和红
色文化，打造浯二村户外拓展实训基地，兴
办农业基地和药材种植项目等吸引游客参
观游玩。2021 年，浯二村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达到 18 万余元。
　　“我们还将进一步融入革命老区红色
旅游路线，邀请社会资本参与特色品牌建
设，筛选整合优势农产品，让‘绿色果实’与

‘红色基因’互促互进。推动产业振兴，促进
农民增收。”刘卫明说。

红绿融合让江西这个山村焕发新活力

　　据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16 日电（记者孙
晓宇）黑龙江省拥有广
袤且肥沃的黑土地，粮
食 总 产 量 连 续 1 2 年
位居我国第一，2021
年达到 1573.5 亿斤，
占 全 国 总 产 量 的
11.5% 。为维护国家资
源安全、生态安全、粮
食安全，切实加强黑土
地保护利用工作，黑龙
江省制定了《黑龙江省
黑 土 地 保 护 利 用 条
例》，并 于 2 0 2 2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根
据条例有关规定，黑龙
江省建立了黑土地保
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
　　黑龙江黑土地保护
利用工作联席会议由黑
龙江省发改委、财政厅、
水利厅、农业农村厅、自
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等部门
组成，其中黑龙江省自
然资源厅为牵头单位，
主要是协调解决黑土地
保护利用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统筹推进各项任
务和措施落实，强化对黑土地保护利用工
作的统一规划、部署、协调和监督管理，原
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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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蚕
  ▲ 5 月 9 日，在四川省内江市双桥镇双流村，蚕农在投喂桑叶。农历四月，初夏时节，农民忙着种
桑养蚕、蓄水插秧，处处呈现一派农忙景象。              新华社发（兰自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