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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返乡青年的现代农业梦一群返乡青年的现代农业梦
“我的理念就是四个字：多打粮食。种的是情

怀，多打粮食，为留守中老年人多提供打工机会，致

富百姓，助力乡村振兴。”近日，见到农业科技报记

者，“80后新农人”杨鹏开门见山，还不忘展示自己粗

粝的大手。

他表示，尽管手已经烂了，但是能够把粮食打

下，自己还是很欣慰。“一亩地，投资大概有 700 多

元。前年，收了100万斤玉米。去年，受旱了收得少

点，也有70多万斤，给村上的人发了30万元工资。”

他乡纵有千般好，不及故乡一片云。杨鹏的老

家，在陕西省彬州市北极镇六甲村。在外地做快速

消费品生意的他，常利用周末时间和父母一块下

地。2013年，他和在国外工作的同学一拍即合，成为

“中国合伙人”；聘请了职业经理人，通过不断努力，

把“修地球”事业干得风生水起。

农业科技报记者 齐巨儒 闫瑜涛

2021年，他们又“挖”来了机电维修和设备研

发的“老手”赵亚辉。

赵亚辉脑子活，说起科学种植，头头是道。“人

工弄的话，一亩地两三个小时也弄不完，机器一个

小时可以完成五六亩。”以往“面朝黄土背朝天”、

依赖“牛耕马犁”的种粮人，正在被有知识用农机

懂市场的“新粮人”取代。

由于农用机械大显身手，“武装”到各个环节，

种田一身轻，很快实现了“穿着皮鞋种地”。

据杨鹏透露，他们目前在永乐镇流转了两千

多亩大田，还兼养牛，目前存栏量42头，建起了

永乐叮铛家庭农场。在北极镇，也承包了100多

亩土地。前年，收了100万斤玉米。去年种植玉

米和小麦受旱减产了一半，但也打了70多万斤，

还得留一些给牛当饲料。总体来看，收益还是

很稳定的。

“天气这么热的，在地里干活很辛苦，我们给

干活的群众准备了矿泉水。中午有时候让大伙

儿咥羊肉泡，晚上还能来三个肉夹馍，说实话，伙

食不错！”田玉民认为，虽然老板穷了，但是打工

者富了。

有事干，有钱赚，村里人慢慢富起来了，成为

粮食生产的新“丰”景。

扎根基层、淬火成钢的杨鹏，不忘向记者

描绘发展“路线图”：“随着外出打工人员的增

多 ，农 村 的 人 员 数 量 急 剧 减 少 ，俗 称 为

‘386199 部队’，土地成为‘沉睡的资产’。所

以我们先流转一百亩土地，为留守中老年人多

提供打工机会，在每个村子‘扎一面红旗’。接

下来继续流转土地，鼎力打造‘现代农业种养

结合根据地’，最后要集中连片，成为‘乡村振

兴的示范区’。”

“跳出农门”曾是几代国人的生存状态，

伴随着对城市化的深刻反思，“谁来种地、怎

么种地、如何种好”，这是当下农村的“时代

之问”。然而今天，杨鹏等越来越多的“返乡

青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们逆流而行，

向我们证明，另一种生存不仅可能，而且同

样精彩！

在北极镇的一处基地里，该基地负责人、彬州永乐镇田

家村村主任田玉民告诉记者，常年在这里打工的有5个人，

还有一些零工。为了鼓励村民长期在这里打工，他们还研

究了很多“土政策”，比如干够十天，工资涨10%。干够二十

天，工资涨20%。到年终时，还能领上三四万元奖励。

田玉民表示，这些“土办法”很奏效。不过，他已经不满

足于现在成绩，还要“解锁”更多技能。

“我常年在这边打零工，基地的老板对我们这些周边群

众很好，每年会在腊月之前把工资结清。”71岁的刘志正自

豪地说，别小瞧我们盖章后的打工工单，这个玩意儿可是

“硬通货”，拿着工单，能够在小卖铺里面买东西。

“在杨鹏这干点活赚点零花钱，自己花起来也方便。”旁

边的张志超告诉记者。

“把土地流转给专业的人种，肯定比自己种效益好嘛！

看今年这个收成，一亩地收益增加一两百元是不成问题

的。”永乐镇田家村脱贫户焦爱慧告诉记者，以前这些地是

撂荒地，他们也不善管理，导致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政府提

出以土地入股参与分红的模式后，他马上参与进来，把自家

的土地流转出去。

田家村脱贫户苏小军也表示，现在看来，当初把闲田拿

出来流转，是正确的决定。规模化的产业基础，加上专业人

员尽职尽责的管理，把丰收的成果稳稳揣进兜里。

俗话讲，“手中无把米，唤鸡都不理”。常年

与土地打交道的杨鹏，深谙只有经济发展了，才

能从根子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他敏锐地感受到国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

发现还有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

政策。一来，国家重视，发展有前景；二来，政

府扶持，种粮有保障；三来，自己也种过地，有

点经验。

说干就干，动心了的他，从2013年开始在

老家流转2000多亩群众的撂荒地，起早贪黑修

梯田、筑埂坝，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

“在墨西哥上班的大学同学听到这档子事

后，感觉我的种植计划很有前途。一下子斥资

100万元入股，还建议我聘请职业经理人专门

种地，轰轰烈烈地干起来！”杨鹏如是说。

为啥要选种玉米？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杨鹏

为记者释疑：彬州市北极塬作为渭北高原重要

的玉米产区，是“玉米黄金种植带”。这里的农

民大多数都是种玉米的，农民大半辈子就是专

门种地的，也是经过市场洗礼的。俗话说，脚上

无泥，手上无力，心里更没底。就在种地这个事

上，“向着农民看、跟着农民干、学着农民赚”就

对了。

杨鹏笑言：“我做饮料生意，一年能轻松

赚个150多万元。选了种地这个看似很艰难

的行当，也塑造了我躬行的‘微而著’‘小而

实’的工匠精神。坚持所选，干自己所爱，‘进

村狗不咬’‘雨天一腿泥’，这倒也蛮符合我的

‘人设’，呵呵。”

“人常说，父母养儿不算饭钱，农民种地不

算工钱。一亩玉米，投资七百多元，农业部门还

有良种补贴。算下来，这几年种玉米的收入，还

比较稳定。”杨鹏认为，产业搞好了，老百姓的收

入更稳当。

土地上的匠心 工单也能当“银子” 粮食生产的新“丰”景

记者手记：治国经邦，人才为要。返乡青

年有个共同特点，都是爱农村、爱农民、爱吃

苦 的 国 家 栋 梁 。 采 访 结 束 时 ，已 是 夜 幕 降

临、华灯初上之时，记者在返回的途中，一直

在思索，希望这样真正为民为农躬耕的返乡

青年越多越好。如是这样，乡村振兴才能跑

出“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