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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刘智强）进入
2 月，新一年春耕备耕在贵州各地陆
续展开。记者在田间地头采访 10 名
粮农发现，去年大家收了更多的粮，赚
了更多的钱。种粮有法，致富有道。受
访粮农感叹，如今种粮不仅要选好品
种栽好苗，更要凸显特色做营销。
　　近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
江县贤昌镇高枧村粮农赵祥榕收到
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水稻种子，品种
是“宁香粳 9 号”。近几年，赵祥榕的
田里用的都是“宁香粳 9 号”，产出的
大米在市场上颇受欢迎。他告诉记
者，该品种具有抗倒抗病等特性，做
出的米饭具有柔软有弹性、口感爽
滑、香味浓郁等优点。
　　精细化农业让一些新栽培技术走
进贵州大山深处。赵祥榕在科研人员
的帮助下，应用水稻精准定量栽培技
术，提高了水稻产量。在遵义市余庆县
松烟镇中乐村粮农戴祥华的种植基
地，“稻+鸭”“稻+鱼”与油菜的轮作方
式推广开来，水稻种植也采取宽窄行
拉绳稳密度技术，产量和效益得到大
大提升。
　　 2022 年以来，为克服山高坡陡、
农机上山难等农业生产难题，贵州掀
起一场耕地宜机化改造热潮。不少地
方开展土地整治，推进“小田变大田”，
让更多耕地有了机耕机种机收的条
件。遵义市余庆县龙溪镇田坝村粮农
刘菊配、湄潭县粮农浦永君、龚大军纷
纷感叹从中尝到了甜头。
　　他们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的水
稻田在土地翻犁、插秧、收割、烘干等
环节全部实现机械化。“这四项成本加
起来一亩地也就 300 元，成本大大节
约。”浦永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
按照过去雇佣人工来计算，翻犁一亩
地要 200 多元，插秧一亩地要 200 多
元，收割一亩地也要 200 元以上。
　　受山地特色农业发展路子的启
发，贵州的粮农开始重新定位粮食，瞄
准了有机、特色的发展方向。比如，遵
义市余庆县大乌江镇粮农陈刚和周德
军在村里建起 500 余亩有机水稻基
地。这里的水稻不用化肥，只用油饼，
使用生物试剂和驱虫灯等绿色防治方式。陈刚告诉记者，他家
的大米在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
　　遵义市务川县分水镇成立合作社，号召全镇粮农种植有
机水稻，要求是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当地粮农覃文考和徐天
容都成了受益者。覃文考说，去年按照镇里的要求种了 3 亩
有机水稻，经过合作社的包装卖出了好价钱，“今年一开春，我
就新租了 20 亩田，准备大干一场。”
　　记者采访发现，如今的粮农正从单一种粮户变成既懂技
术、又能种植、还会营销的“多面手”。遵义市播州区团溪镇白
果村粮农金芝贤说：“过去只知道种，收了稻谷后就等着人来
收。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也要有商人的头脑。”10 名粮农几乎
都选择了自行找工厂，将稻谷加工成大米，包装后再售卖。
　　刘菊配家去年收获的 5 万斤大米，在各大电商平台销
售，几个月内便销售一空。陈刚则采取会员专属定制的方式开
展品牌营销，起名为“石印大米”。他根据米的品质制定了不同
的价位，会员购买可享受 5 折以上的优惠。几年下来，吸引了
不少固定会员，也带动更多村民种起“石印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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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雨蒙蒙，上山的路一步一滑，格外难
走。过去 11 年，顶风冒雨，这条通往山上
羊圈的路，羊倌张阳寿走了无数遍。
　　眼前的张阳寿，个头不高、身体壮实，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
只默默地爬山，似乎完全沉浸在爬山这件
事情当中，你不问他，他不说话。
　　不久前，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利川市建南镇红卫村，记者与张
阳寿一道踏上了他重复了无数遍的上山
旅程。
　　“我的羊圈就在那上面！”深一脚浅一
脚地踩着泥泞的土路曲折上行数百米后，
他伸出手，指着仿佛在云端的巍巍绝壁说。
　　记者抬头望去，只见云雾缭绕，双眼仔
细搜寻，仍不明他的羊圈究竟在何处。
　　 2011 年春节，一次突如其来的脑溢
血击倒了常年在外承包建筑劳务的红卫村
村民张阳寿。那时，他刚满 41 岁，年富力
强，正雄心勃勃地计划新年大干一场。他在
外拼搏 20 年，从杂工起步，做工 10 多年
才获得劳务承包的机会，谁承想，转眼之
间，竟再也无法外出从业。
　　出院后，张阳寿在屋旁的公路边一遍
又一遍来回踱步。“一大家子要生活，坐吃
山空，吃老本肯定不行……”他寻思着要干
些啥。
　　他将目光重新投回那片莽莽大山。“上

千亩的林地，荒废了太可惜了！”他想了又
想，决定二次创业，向土地要生存，将荒山
利用起来，上山养羊。
　　这个想法得到了村“两委”和承包荒地
的村民们的支持。在病情稳定后，张阳寿买
来 10 多头羊，走上了养殖路。羊圈围着岩
洞搭建而成，洞中有清泉，长流不断。畜牧
部门对张阳寿进行跟踪指导，村里的兽医
手把手传授他养殖技术，一两年后他便成
了养羊的行家里手。
　　“你去年卖了多少头羊？收入怎么样？”
从土路的一个拐角处爬上一个山丘时，记
者问张阳寿。
　　“我去年宰杀 60 多头羊卖羊肉，卖活
羊 10 多头，全年的收入在 20 万元出头，
同 2021 年相比增长了 3 倍。”走在前面的
张阳寿语速加快、声调加重，言语间溢满
自豪。
　　张阳寿一家 5 口人，有他自己、他老
伴、他儿子 3 个病患，儿子因病失去劳动
能力，孙子孙女在上小学，老两口养的这群
羊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
　　养羊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7 年，张
阳寿的羊群已扩大到 300 多头的规模，却
突发疾病接连不断死亡，仅有几头幸存。遭
逢这般重击，他并没有一蹶不振。张阳寿买
来种羊，重新出发。为防止羊群跑下山吃到
打过农药的草，他筑起栅栏，将羊群紧紧围

在山上。不过两三年工夫，他的羊群规模又
壮大起来了。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当地制约
产业发展的一些短板逐步被补齐。2021
年 10 月，国网利川市供电公司往山上架
设了一条专用供电线路，羊圈从此通了电，
有了电暖。冬天不再挨冻，羊羔成活率显著
提高，羊群数量一年之内增长了 1.5 倍。
　　穿过山丘尾部稀疏的杂木林，进入浓
密的杉树林，上行的小路愈发陡峭崎岖。
记者跟在张阳寿身后，踏着长满青苔、被
微雨润湿的石块，一步一步徐徐前进，和
他的对话也时断时续地展开———
　　“这么陡的路，卖羊的时候怎么把羊运
下来？”
　　“头数多就牵下来，一两头就捆了背下
来。”
　　“你一年上山多少趟？身体吃得消吗？”
　　“估计有八九十趟。经常锻炼，身体没
问题。算下来，一年至少有 260 天住在岩
洞里，全天候守着羊。上面通了电，吃住都
方便。”
　　半小时过去，行程约半，记者早已汗流
浃背、气喘吁吁。穿过密林，乱石堆迎面而
来。继续艰难前行一刻钟，终于远远望见绝
壁之下、用石头围成的羊圈。
　　歇息时，记者继续跟张阳寿攀谈———
　　“你准备把羊群发展到多大的规模？”

　　“我计划发展到 400 头。”
　　“你的羊肉基本都卖给了周边的村
民，发展到 400 头，销路有没有问题？”
　　“销路没问题。现在农村发展了，农
民收入提高了，舍得花钱买好东西！”
　　张阳寿郑重地说，只要解决了信息
闭塞和渠道不畅问题，农村的好货不愁
卖，因为“城里的老百姓和农村的老百姓
都需要”。
　　终于到了，羊圈近在眼前，羊群却
瞧不见。氤氲的雾气中似乎有音乐声传
来。仔细一听，原来是羊铃声。一头头羊
散布在石山间，悦耳的铃声萦绕在石山
间。张阳寿就靠这铃声判断自己的羊身
在何处。这铃声，已成为他生活中最美
妙的音符。
　　天色渐暗，羊归圈了，细密的铃声交
织成一片，宛如合奏。“目前有 120 多头
大羊，母羊居多，基本都怀了小羊，这个
把月是生产高峰期。”张阳寿深情地望着
羊群对记者说。
　　寒冷的石山间，新生命正在孕育，澎
湃春潮正在蓄积。记者赶着在天黑之前
下山，而张阳寿则一头扎进石山里，去搜
寻还未归家的羊。这个命运多舛的农民，
仍持续奋战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记者谭元斌）
      新华社武汉 2 月 18 日电

羊 倌 上 山 记

  ▲ 2 月 16 日，佳木斯骥驰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工人进行装
配作业。时下，黑龙江省农机生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订单农机产品，满足春
耕备耕市场需求。在拖拉机专业制造企业——— 佳木斯骥驰拖拉机制造有限
公司装配车间，工人忙着组装拖拉机，目前企业满负荷生产，确保及时交付
订单。                   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备春耕赶订单

农机具生产忙 　　新华社长春 2 月 19 日电（记者李双溪）2 月下旬，正是
东北备春耕的时节。在吉林省梨树县郭家店镇青堆子村，韩凤
香正和农民一起操作农机给地里撒农家肥。“用发酵的牛粪还
田，保护了黑土地，减少了化肥的用量，每公顷为农民节省了
600 多元。”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
说。去年，她被吉林省人社部门评为高级农技师，干劲更足，带
领农民致富的信心更强。
　　近两年，吉林省人社部门突破“学历、论文、年龄、身份”等
标准，开展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根据人才特点设立农经
师、农技师、农艺师、电商营销师等 9 个职称专业。截至目前，
共评出 4000 名初、中、高级乡村振兴人才，其中高级职称
600 人。
　　大专毕业的韩凤香学的是会计专业，是一名农业“门外
汉”。2010 年起，她从事农业，不断参加省市县级的各类农业
培训学习，并报考东北农业大学的函授课程，掌握了农业的理
论知识。她注重学中用、用中学，多年来成长为一名农业专家。
在掌握了黑土地保护的“梨树模式”后，如今，她还在探索玉米
秸秆养牛，牛粪发酵还田的循环经济模式，连村里种了几十年
地的种田老把式也经常来跟她取经。
　　截至目前，韩凤香成立的合作社已经集约经营土地近
1000 公顷，发展社员 158 名，生产规模从一个小队扩大到 2
个乡镇的 10 个村，固定资产达 800 万元，每年带动 60 余名
劳动力就业。
　　去年，她得知吉林省开展乡村振兴人才高级职称评审后，
积极提交了申报材料。“县人社部门来实地走访，重点考察了
合作社经营和带动农民致富的情况，并对材料进行了审核公
示。材料送到省里，专家投票通过后，真的评上了高级农技
师！”韩凤香说。
　　在吉林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记者看到，参评人
员提交的申报材料里面既有学历证书、技术成果，也有粮食产
量和技术推广的照片。“重要的评价指标是看他们能否带领技
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吉林省人社厅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处处长张福新说。
　　吉林省还大胆创新评价方式，突破以往逐级申报职称的
限制，参评人员可以越过初级、中级，直接申报高级职称。今年
还要突破向上逐级申报的限制，探索县市区可以直接向省人
社厅申报，并将初级、中级职称评审下放到县级。
　　“这项改革从 2021 年起，通过 5 年时间的评审，我们力
争实现全省每个乡村都有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人才。”张福
新说。

吉林让“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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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源区地处江西
省萍乡市中心城区，
是一个老工矿区。面
对资源枯竭和城乡融
合的双重压力，安源
区如何破解乡村振兴
难题？几经探索，安源
区找到新突破口，建
立健全产业、文化、生
态、人才等方面统筹
发展工作机制，推动
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近日，安源区楠
木 村 在 晴 空 的 映 衬
下，呈现出独特的田
园景致，青瓦木楼、古
树 古 桥 、曲 幽 小
径……让游客感受到
别样的田园乐趣。
　　楠木村是安源区
高坑镇北部一个偏远
小村。依托良好生态
环境，楠木村引进了
金丝楠木田园综合体
项目，大力发展“花木
经济”，种植了金丝楠
木等各类花卉苗木。
经过几年的发展，村
里的花卉苗木产业渐
成规模。这两年，楠木
村又栽种了茶花、樱
花等近十万株，实现
了从偏远乡村到美丽
田园的转变。
　　近年来，安源区

立足资源优势，让美丽乡村“颜值”变产值，
同时依托资源禀赋，以“农业+文化+旅游”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特色乡镇企
业不断涌现。泉江村千亩油茶基地、炎农生
态蔬菜基地、荷树坪肉羊养殖基地等一大
批产业基地，正加速提升乡村“造血”功能；
安源路矿旅游景区、萍乡凯光新天地生态
休闲旅游区、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等一批
特色景区，也正释放新的发展活力。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绿色
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作为老工矿
区，安源区曾多年吃“资源饭”，导致生态环
境欠账严重。为此，安源区探索出“矿山修复
+产业植入+数智治理”模式，通过引入社会
资本，一体化推进生态修复和城乡基础设施
建设，更好实现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每逢周末，安源区青山中医药健康养
生小镇上，总有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谁
能想到，眼前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曾是一
座满目苍痍的废弃矿山。近年来，安源区大
力推进废弃矿山治理，全区 143 个废弃矿
山，目前已修复 108 个，修复面积约 518
公顷。如今，一个又一个“荒山”变“景山”，
不少村民也吃上“生态旅游饭”，“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我
们家在养生小镇附近开小超市，每天的营
业额达 800 元，节假日还要高得多。”青山
村村民漆小红笑着说。
　　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基本保障。安源
区加快构建梯次合理的农业人才队伍，激
励各类人才在广袤乡村施展才能，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
有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实施人才返乡
入乡合作交流机制、“雁归工程”，吸引本土
人才；建立城市人才入乡合作交流机制等，
对外广招英才……通过“内育外引”，安源
区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活水”。
            （记者闫鹏）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王泽昊）记者从西
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获悉，2023 年，西藏
计划实施 1337 个乡村振兴项目，投资估
算 146.73 亿元。
　　据了解，目前西藏自治区已下达第一批
中央衔接资金 68.57 亿元；已开工项目 84 个，

涉及资金 7.01 亿元；已完成前期工作和进入
招标程序项目 809 个，涉及资金 91.31 亿元。
　　西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人介
绍，今年 3 月 1 日前将完成中央和西藏自
治区提前下达衔接资金项目招标工作；4
月 1 日前开工率达到 100%（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地区 5 月 20 日前）；一季度中
央衔接资金支出进度达到 30% 。此外，
西藏各市地将强化资金项目管理，尽快
完成脱贫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实施方案
和项目实施方案，中央和西藏自治区衔
接资金用于产业比重应不低于 60%。

西藏今年计划实施 1337 个乡村振兴项目

  新华社济南 2 月 19 日电（记者叶婧）
季节不等人，春日胜黄金。在尚未完全返青
的鲁北麦田里，今年 33 岁的何石宝拿着
卷尺和小铲子走在前面，身后是他的两名
徒弟：陈慧芳和张延坤。
　　“你看，要以一米为长度，至少取左右
两行的麦苗检查，注意数清楚它的分蘖数，
才能推算出麦苗的群体数量——— 这是夏粮
丰收的基础。”何石宝领着二人，正在寻找
合适的地块做春耕开始之前的田间调查。
　　何石宝研究生毕业后，2018 年入职
了位于山东德州的平原土地鲁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新农人。虽然年纪轻，
但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他管理的粮田屡
创高产。2022 年夏收后，何石宝以小麦亩
产 819.17 公斤的成绩，被评为平原县桃园
街道办事处“粮王”。
　　具备高学历，又有粮食高产经验，新农人
何石宝开始收徒。今年 25 岁、研究生毕业于南

京农业大学的张延坤就是他新收的徒弟。
　　“入职之后，何老师安排的第一个活
儿，就是去地里调查玉米、大豆的病虫
害。”张延坤说，为了对比打药前后病虫害
变化情况，他连续在田里观察了近半个
月，皮肤晒得黝黑，才感觉“知识从书本落
进了地里”。
　　这么安排，何石宝有自己的“教学计
划”：2022 年是我国大面积推广玉米大豆
带状复合种植的第一年，不论是“老把式”
还是新农人，大多对这一技术了解不深，
只有尽可能细致地了解作物每个环节的
生长情况，才能积累经验，及时制定、调整
种植安排。
　　与第一年经历春耕的张延坤相比，
研究生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2021 年
入职的“师姐”陈慧芳已轻车熟路地调查
完了 500 多亩责任地块苗情并填好了
表格：“麦苗整体情况还可以，有一些冻

害，个别发现了较轻的茎基腐病。今年夏
收我也想冲刺‘粮王’，后续得好好管理。”
　　春季田间管理水平与夏粮产量息息
相关。在农忙高峰正式到来之前，鲁北大
地上已有许多人提前准备，为夏粮丰收奠
定基础。为此，德州市平原县农业技术推
广站整理好小麦春季管理技术要点并在
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提示农户针对当前苗
情特点，以“促弱苗升级，促苗情转化，促
分蘖增穗”为重点，因地因苗施策，分类
管理。
　　如今的齐鲁大地上，像何石宝这样拥
有高学历的新农人正越来越多，从两院院
士、“泰山学者”到农技推广人员、“田秀
才”“土专家”的人才矩阵已经构建，齐鲁
乡村之星每年评选人数扩大到 800 人，通
过“直评”取得中高级职称的基层人才超
11 万名，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 270 万人
以上，乡村人才队伍日趋壮大。

鲁北春耕：新农人成了“老师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