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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一大清早，张季冬

便来到自己的直播基地，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提起这位80后“新

农人冬哥”，不仅是以艾草种植、

加工为主的河南千年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负责人，还是河南省新

密市岳村镇苇园村远近闻名的直

播“网红”。

十几年前，张季冬与艾草结

下了不解之缘。自此，他先后在

岳阳、徐州、广州投资智能灸具生

产工厂，在南阳等地投资种植艾

草数万亩，其发明的艾草高温催

化净烟除味技术，荣获中国中医

药研究促进会科学进步二等奖。

2021年 5月，在广东打拼多

年的张季冬响应新密市“乡贤回

归”号召，带领一家老小回到老家

苇园村创立了河南千年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和乡亲们一起种艾草、

发展艾草产业。得益于新密独有

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新密特有的

艾草品种“密艾”香味浓郁、产绒

率高、挥发油含量高，具有十分独

到的药用和养生价值。因种植面

积少、宣传力度小，密艾远不如蕲

艾、宛艾等知名。再加上传统的艾产业种植、

深加工、销售分离，规模小、经营分散，这让当

地艾产品产销困难重重。

而张季冬在全国首创了“艾全产业生态

链”，通过艾草种植培训、农户金融帮扶等一

系列方法，保证艾草原材料品质。带领科研

团队攻克技术难关，开发出76款精加工艾草

系列产品和4款灸具，通过线上渠道销售产

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短短一年时间，千

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流转土地3200亩，建

立艾草生产基地、加工车间、电商平台销售基

地，带动周边700余人实现“在家就业”，人均

增收超过1000元。

从回到家的那一刻，懂市场、懂经营、会

管理的张季冬便将眼光放得更长远、更超

前：传统产业也必须加入互联网直播热潮。

目前，直播基地的“新农人冬哥”“美丽美

艳”等抖音号已吸引粉丝48万人，逐步形成

电商矩阵。7 月份，美丽美艳直播基地挂

牌，成为新密市首家国家级电商进农村项

目。直播行业的兴起让张季冬迅速把握到

了市场的脉搏，在他的带动下，周边的村民

有的在家种植艾草，有的在车间生产艾草产

品，有的则摇身一变成为网红主播，开始线

上销售产品，大家人人有活儿干，在奔小康

路上劲头更足了。 （郭 涛）

近日，在浙江省嘉兴市

嘉善县天凝镇欣杨村的一

处鱼塘边，“新农人”赵燕群

正在查看手机里鱼塘测控

APP传来的消息。

“以前无论天气怎么样

都要去塘边去查看，一天好

几趟，现在只要打开手机上

安装的软件，鱼塘的溶氧

值、水温等变化数据一目了

然，简简单单就可以实现科

学养鱼。”赵燕群说。

1988年出生的赵燕群，

大学毕业就在外打拼，父亲

是一名养了20多年鱼的老

养殖人。从懂事开始，她都

会在家里的鱼塘帮忙，因此

从小就对养鱼有着十分浓

厚的兴趣。

父亲虽然有着丰富的

养鱼经验，但一直以来都

是传统的养殖模式。随着

父母年纪大了，赵燕群辞

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农业

生产经营中，并创办了爱

林家庭农场。

2017年，赵燕群和父亲

在嘉善县农业农村局的牵

线搭桥下，来到杭州市富阳

区取经学习。这次学习经

历彻底改变了赵燕群的想

法，如今养鱼也得讲科技，

要凭借科学来养鱼。

于是，回到村里后，在

与家人商量之后，赵燕群便

申报引进了高效循环流水

生态养鱼新技术，对传统的

鱼塘进行技术改造，这开启

了她探索池塘内循环流水

养鱼新模式。

如今，走进赵燕群爱林

家庭农场，72 亩现代鱼塘

里，4个长方形水槽整齐排

列。养殖水槽两头装着拦

鱼栅，水槽一头是“推水增

氧”装置，使得两边塘水24

小时循环流动，先进的纳米

溶氧技术，使得塘水在合理

的溶氧值区间保持24小时

循环流动。

“另一头吸污装置则

定期收集鱼粉残饵。推水

增氧设备的运转不仅增加

了氧气，也推动着塘水运

转，鱼苗的成活率更高。”

赵燕群说。

赵燕群介绍，这是一种

生态养殖模式，可实现养殖

污水零排放，旁边的吸污池

定期会对池塘进行吸污，减

少养殖鱼的发病，可以不使

用或减少鱼药用量，使得鱼

的品质、安全得到了保障。

“这些鱼儿一直在水

槽里‘跑步健身’，做‘有氧

运动’，鱼肉没有土腥味，

肉质鲜嫩，口感更好，长得

也好。”赵燕群说，“鱼一直

保持着逆流游泳的状态，

不像以前有时候是不太动

的，它们是名副其实的‘跑

步鱼’。”

赵燕群表示，这个项目

投入40余万元人民币，政策

补贴支持一部分，她自己承

担一部分。如今建好之后

的循环水养鱼塘，一条水槽

的年产量可达1万公斤，4

条水槽年产鱼近4万公斤，

产量比普通的鱼塘高出很

多倍。而她的“跑步鱼”由

于肉质鲜美，较之市场上同

品类鱼，单价要更高些。

近两年，赵燕群的农场

也成为当地农业龙头企

业，以及浙江省健康养殖

示范农场。作为一名“新

农人”，让百姓吃到绿色健

康的鱼，并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商标，赵燕群一直在

不懈地努力。

（张雨滴 张舜红）

近日，走进江西省九江

市都昌县北山乡素仙村，

成群的雁鹅在池塘中嬉

戏。不远处，还有一群鸭

子正欢快地“嘎嘎嘎”叫个

不停……柳树堰综合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

少平介绍，立体养殖以资

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

保护为重要前提，实行水

下养鱼、水面养禽，以禽为

主，鱼禽联养的生产方式，

不但改变了鱼塘养殖的农

业经济结构，而且大大地

提升了鱼塘生产区域的经

济效益和生态水平。

鱼禽混养立体养殖，水

面为禽类提供部分饲料，禽

类在水面活动、嬉戏，能有

效提高水中溶氧量，清除病

死鱼和危害鱼类的生物，既

能节省日常的养殖饲料、降

低生产成本，又可防治鱼类

疾病，从而达到鱼禽共生、

高产优质高效的目标。

创业初期，由于缺乏养

殖技术，未有效打开销路，

郭少平没少走弯路。之后，

郭少平通过自学养殖技术，

研究改进养殖方法，积极拓

展销售渠道，主动参加都昌

县电商服务中心组织的电

商培训，最终在养殖产业发

展中蹚出了一条新路。

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柳

树堰综合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创办于 2015 年，

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流

转土地、水面 300 余亩，

养殖雁鹅、绿头鸭，兼养

土 鸡 、雉 鸡 等 禽 类 。 同

时，合作社还为当地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村民主

要在合作社从事割草、水

塘维护管理等工作。如

今，合作社禽类存栏量约

4000 羽（其中雁鹅约 1000

羽 ，绿 头 鸭 500 羽 、土 鸡

2000 羽 、雉 鸡 500 羽），养

殖鲜鱼 36 吨，预计年销

售收入达到 180 万元，可

创纯利 60万元。

（张龙正 余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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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用循环水养出“跑步鱼”

水面养禽 水下养鱼

混合养殖蹚新路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指出：“要经常带幼儿接触大

自然，激发其好奇心与探究欲

望”，“和幼儿一起感受、发现和欣

赏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中美的事

物”。可以说农科课程扮演着桥

梁的角色，连接着大自然和幼儿，

也连接着地方文化和幼儿园。

农科教育的核心即是其所体

现的自然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课程资源具有自然性，农科

教育的内容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素

材；二是遵循着幼儿身心发展的

规律，以幼儿作为课程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着眼于幼儿发展的兴

趣和需要。从此角度来看，农科

教育同田园教育较为相似。

从课程的理念来说。有研

究者认为田园课程的教育理念

就是“崇尚自然、回归本源、追求

本真”，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

可以随机进行改造利用，成为课

程内容的一部分。

且这种“亲自然”的

属性也很好的适应

了幼儿爱探索、充

满好奇、纯真质朴

的天性，基于这种理念下产生的

课程目标能够很好的顺应幼儿

天性的发展。

从课程的特点来说。此类

课程十分重视儿童个体的生活

经验，课程的建构和实施都是建

立在幼儿的需求和已有经验之

上，尊重儿童发展需求，是融入

了儿童生活经验的课程。而所

谓的田园一方面是作为现实生

态环境中的田园，是一种贴近自

然，以生活为中心的原初的环

境；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方法和活

动中所出现的田园，能够迅速将

幼儿从园所的物理限制中带入

到生活场景，以田园化或乡村化

的方式进行知识建构。

从课程实施方式来说。此

类课程开展的场地并不仅限于室

内，它将课程从室内解放出来，提

倡在真实、自然情境中进行，身临

其境且思想自由，因而极具灵活

性。一方面教师能够根据实际情

况、现实条件灵活的调整活动安

排；另一方面幼儿也可以在自然

场域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可以将其视为对探究式学习的灵

活化应用，受教育者能够作为学

习的中心开展学习活动，基于受

教育者的愿望和兴趣，能够近距

离同自然发生联系，同时以问题

为导向进行探究。

通过对农科课程内涵的梳

理可以看出，农科教育是一种以

顺应儿童天性、亲近大自然、继

承家乡优秀文化精神为开发理

念，以淳朴的田园生活、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富有当地人文特色

的文化环境为载体，采用科学探

索、自然劳动、艺术创作、田园游

戏等方式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

谐发展的一种课程形态，在这种

课程理念指导下的教学活动

——预设目标和生成目标相结

合、预设内容和生成内容相结

合，在实践和反思的循环螺旋上

升中形成的、不断更新的、具有

自然气息的综合性园本课程。

幼儿园农科资源课程内涵研究
■ 杨凌高新幼儿园 褚春蕾

儿童发展与研究④

主办：《农业科技报》编辑部
协办：杨凌高新幼儿园

雁鹅在池塘中嬉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