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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湖南省湘乡市金薮乡江家村

村民甘秋中种植的双季稻、单季稻在800

亩左右。他把别人不愿种的地包括抛荒

地流转过来，成为全村第一种粮大户。

甘秋中说，只种几亩水稻，肯定不划

算，一次种上几百亩，积少成多，也是不

错的生意。

这是地处湘中的山村。青翠的山脚

下，多是二层以上的漂亮楼房。全村约

有1200名劳动力，其中1000人左右常

年在外务工或做生意。最严重时村里大

约五分之一的耕地抛荒。有的荒芜10多

年，杂树长到了碗口粗。

近几年，为鼓励农民种粮，各级政府

出台许多高“含金量”的政策。多年在建

筑工地当包工头的甘秋中，很快从中琢

磨出了门道：买农机，是投入的大头，国

家有补贴，可以少花不少；收入，地里的

水稻产出有一块，同时各级政府发放的

补贴越来越多，标准在不断提高，两项加

起来也是不小的数目；更重要的是，国家

重视粮食生产，值得长久干。

2017年，甘秋中开始流转土地种水

稻，从80亩起步，第二年扩大到200亩。

小试牛刀，他尝到了甜头。从 2019年

起，他开始购置收割机、插秧机、播种机

等，到目前为止，已在农机上投入30多万

元，耕种面积也不断增加，350亩、500

亩、700亩，今年扩大到800亩左右。

一条小道，把成片的稻田分割开来。

甘秋中和10多名村民正在田间劳作，间

苗、打药、引水……眼下正值农忙，每天需

要雇工20人左右。一年下来，甘秋中支

付给村民的工资约有20万元。他笑着告

诉记者，种水稻还是有搞头的，扣除各种

费用，一年能收入10多万元。（据新华社）

去皮、打磨、抛光、上漆

……经过一道道工序，一个树

根蝶变成了一件根艺作品。

10月8日，走进河南省鲁山县

赵村镇中汤村村民杨鹏旭家

中，一件件精美别致的根艺作

品展现在眼前。

今年35岁的杨鹏旭从小

喜欢根艺，但为了生计，中专

毕业后与父亲一起卖过丝绵、

当过建筑工。2020年，杨鹏

旭决定返乡创业。

“刚回来的时候，没找到

合适的项目，家里正好有几个

树根，我就找来工具鼓捣了起

来。”杨鹏旭说，他见过别人做

根艺，自己就学着做，并在直

播平台上展示，许多网友纷纷

点赞，其中一件名为“禅意”的

摆件，被一名网友以3000元

价格买走。

一个树根卖了3000元，

这让杨鹏旭做梦都没想到。

他对根艺的兴趣更浓厚了，开

始四下搜集树根，然后根据形

状进行构思。

杨鹏旭的根艺作品，大的重约百斤，

小的随手可拿，每一件作品都惟妙惟肖。

“已经卖了几十件，要不然更放不

下。”杨鹏旭说，自己的根艺作品基本不

加雕琢，只以天然的树根形态进行简单

处理。

“根艺的特点是造型天然，突出自

然美。”杨鹏旭说，制作根艺要有悟性，

看它像什么，就去打造什么。

根艺制作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即

使制作小一点儿的根艺作品，有时也得

两三天，大的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

间。”杨鹏旭说，这主要看树根的大小和

形态。 （叶全花 杨柳）

10月11日，在河南省封丘县应举镇

应举村，传出一阵玉米脱粒机的嗡嗡

声。这是村民崔志强正在给玉米脱粒，

并将玉米芯装袋打包。过去被人嫌弃的

玉米芯，在他眼里可是和玉米粒一样宝

贵的“金疙瘩”。这是为什么呢？

走进封丘县盛达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蘑菇大棚，映入眼帘的是上万根整齐的

菌棒，湿润的空气里弥漫着蘑菇的清

香。一簇簇圆润、鲜嫩的平菇迫不及待

地探出脑袋，像一把把“致富伞”，撑起了

绿色经济的“一片天”。

“这些年我一边种一边学，逐步掌握

了做菌棒、放菌种、管理等技术。用玉米

芯做菌棒培育菌种，不仅降低了成本，还

品相好、产量高，深受客商的欢迎。”崔志

强说，他把加工出的菌包出售给想尝试

种植的农户，在技术上给

予指导和帮助，待菌子成

熟后再由经销商统一回收

销售。

玉米芯变废为宝用处

多。崔志强介绍，种植完

蘑菇的玉米芯废渣经过发

酵，还可以作为农作物的

绿色有机肥再次还田入

土，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三大效益

相统一，为生态循环农业

开出了一剂“绿色良方”。

“技术攥在手里，发展

才有希望。”应举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苌

孔明说。下一步，当地将以菌菇种植为

点，积极探索生态农业循环发展模式，通

过推广“庭院经济”，不断扩大特色产业

发展规模，撑起一把把“绿色经济伞”。

（崔敬）

“今天合作社6500多亩水稻就要全

部完成收割和烘干。”10月16日，四川成

都崇州市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烘储中

心外，王伶俐一边检查稻谷的烘干情况，

一边指挥将烘干好的稻谷装车发货。

作为崇州市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职业经理人，90后王伶俐装扮时尚，完

全不似一般人印象中“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传统庄稼人。她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粮

的担子，用8年时间，带出了一支以80

后、90后为主力军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团

队，经营专业合作社 4家，管理土地面积

达6500亩。

2015年，大学毕业的王伶俐回到家

乡崇州市隆兴镇，跟着父亲学起了农田

管理。“我爸爸是成都市首批农业职业

经理人，看到国家对农业职业经理人在

培训、贷款等方面都有很多支持政策，

我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未来的职业。”王

伶俐说。

对于要如何发展农业，王伶俐有着

自己的想法：“不仅要规模化种植，更要

机械化、信息化种植。”

“过去老一辈管八九十亩地全靠人

工，农忙的时候要几十个人插秧，大家插

秧的疏密、排列也不同，管的地越多，地

里的问题就越多。”意识到这个问题，王

伶俐回到家乡创业的第一件事便是贷款

40万元买了4台插秧机。

但当时村里的邻里亲戚，甚至王伶

俐的父亲都对她的这一举动不以为然。

可王伶俐清楚，只有机械化插秧才能真

正省时省力，还能增加粮食产量。“操作

插秧机一天就可以插秧四五十亩，还能

保证秧苗品质。”

看到田里的变化和产量的增加，村

民们对农用机械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8年来，王伶俐的合作社陆续购入了插

秧机、拖拉机、无人植保机等 40 台农机

设备，“2020 年，合作社还引进了大田北

斗系统，通过北斗导航系统让农业机械

实现精准作业。”王伶俐告诉记者，合作

社已实现了育秧、插秧、施肥、植保、收

割、运输、烘干的全过程机械化、信息化。

在科技手段的加持下，合作社的产

量以及种粮收入也在不断提高。“今年是

个丰收年，谷子饱满度很高。”王伶俐介

绍，今年合作社每亩水稻增产50斤，水

稻全部为下游米厂的订单生产，不愁销

路，合作社亩均分红有望突破800元。

如今，王伶俐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已

经拓展到了10人，其中7人都是80后、

90后，大部分都是过去村里在外地做生

意、上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对

农业感兴趣，同时在合作社上班还有月

薪，年底还会和我一起从合作社分红，收

入并不比外面的工作差。”

王伶俐眼中的农村正因年轻人的回

归而发生着变化。据了解，崇州市今年

将实施8.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产

村相融成片，田网、路网、渠网、观光网、

信息网、服务网、设施用地网配套，为更

多年轻人的“农业梦”提供舞台。

（据新华社）

2023年10月2日9时48分，杨陵公
安分局杨村派出所接报警，在杨陵区上川
口水电站打捞一具男性尸体(年龄约40岁
以上，尸长约172cm，黑色短发，上身穿黑
色短袖)，发现尸体的高干渠水流流向为宝
鸡市辖区流入杨陵区。望知情者速与杨村
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029-87098049

杨凌示范区公安局杨陵分局
2023年10月2日

认尸启事

90后新农人：

从农业新手到职业经理人

玉米芯咋成了“金疙瘩”

种粮大户的生意经

村民用玉米芯原料做菌棒培育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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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鱼、送菜、水质检测、直播……手机

是农具，直播是农活，每天清晨，程玉姣

就开启了她一天的劳作。作为一名95后

新农人，她2020年结束留学生涯，从国

外回到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三家村开启

了创业之路。

在三家村 200 多亩的荒地上，“大

棚鱼菜综合种养”成为程玉姣开启新

农产业的首选，经过 3 年的科研加实

践，从虹鳟鱼到鲈鱼再到锦鲤，从叶

菜、果菜到各种不同种类蔬菜，这项

技术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区块化生产

管理。

工作不忙的时候，程玉姣常常早上

6:30分就会准时到达农贸市场，和每一

个商家添加联系方式，让他们成为自己

潜在的订单客户。与此同时，她鼓励村

民加入现代大棚农业、乡村旅游提升班

进行培训，让大家从过去传统农民转变

为职业新农人。

现在，三家村已经建成了二十多座

鱼菜综合种养大棚，每年的营业收入超

过1000万元，村民每个月也能领到4500

元的工资。

“我带着农业创新回到家乡，是希望

能让老一辈村民对自己对未来的生活充

满向往，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在乡村发展

的潜力，扎根乡村，助推产业发展。”提及

自己的初衷及愿望，程玉姣如是说。

（冯耿姝）

95后返乡创业 带领村民开启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