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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渠栽植、施有机肥、深翻

松土……虽已入冬，可甘肃省

临洮县洮阳镇边家湾村村民边

育同的“农忙”还未结束。他在

种植的 20座葡萄大棚内来回

穿梭，忙着为来年葡萄丰收打

基础。

边育同是边家湾村90后大

学生，6年前，怀揣着对农业农

村深厚的感情，他毕业后毅然返

乡拿起锄头开启了创业之路，当

起了泥土地里的“弄潮儿”。当

时，很多人对此不理解，说他这

么年轻怎么就回来种地呢？

万事开头难。回乡后，比

同龄人更有“野心”的边育同，

开始在土地里“折腾”。由于不

懂技术和管理，刚开始，他睡不

好觉，吃饭也不香，每天最多的

时间是用来琢磨种植技术。为

了认识蔬果品相、了解行情，边

育同扛起锄头，跟着爸妈从春

天的播种一点一滴开始学起，

同时实地调研了省内外多个蔬果产地。

拟定创业计划后，他先在自家地里进行多

品种种植选型实验，等待试点成效。

终于，边育同等来了机会。

2020年年底，洮阳镇在边家湾村推行

土地碎片化治理，打破以前零散化的土地

种植模式，动员村民认领集中连片化种植

钢架大棚。

这个好消息让边育同看到希望，他第一

时间找到村上，认领了20个钢架大棚。在

村民种下菜瓜、马铃薯、西红柿等常规蔬菜

时，边育同却在20个大棚里种下了葡萄。

“装箱卖，1斤15块钱，市民采摘1斤

20块钱，1亩葡萄的收益顶得上10亩地的

玉米。”在边育同和家人的精心种植下，20

棚葡萄今年全部挂果，产量达到18000斤

左右，按照现有的市场行情，收入在15万

元左右。他所管理的葡萄园正朝着规模

化、专业化、生态化方向发展，曾经模糊不

确定的创业梦逐渐清晰。 （杨诗卉 王典）

林下空间大有可为，林

下养鸡增收致富。近日，在

四川省泸县云锦镇龙井村柑

橘园里，成群的土鸡正在林

间悠闲散步。

“柑橘地是一种适宜养

鸡的好场所，柑橘园里有丰

富的资源，这些果树掉落下

来的柑橘以及周围的杂草，

还有林下的昆虫，对于鸡来

说都是非常美味的食物，平

时我喂一点稻谷就足够了，

还能降低喂养的成本呢，所

以我们的散养鸡最少都要

180天才能出栏。”龙井村党

总支书记周国明边向鸡群投

喂稻谷，边自豪地介绍。

“刚开始时为节约成本，

20亩柑橘园养鸡没有聘请其

他人员管理，都是自己一家

人轮流负责养殖。”为尽快适

应，周国明利用业余时间虚

心向村里的养鸡专业户取

经、学习，白天忙完村上的工

作，晚上还要在网上查阅养

殖技术资料，还经常到镇上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请教专业

技术人员。从刚开始买的几

十只鸡到现在全部自己孵小

鸡喂养，一年能喂养3000只

左右的土鸡。

因为鸡肉品质好，柑橘

园里的土鸡渐渐在附近有了

名气。这种土生土长的散养

鸡十分受食客们欢迎，每年

不等鸡出栏，预订的电话络

绎不绝，但为保证鸡肉质量

和柑橘园生态平衡，每批次

最多只能养殖400只左右。

“今年园子里的血橙、蜜

橘、爱媛、沃柑、明日见等柑

橘产量能达到2万斤左右。

从今年农历7月开始采摘到

明年正月间，能增收5万元

左右。散养鸡一年也能有3

万元左右的收入。我们这

里有山有水，很适合发展林

下养殖产业。”周国明看到

了养殖的新机遇，正在谋划

着打造一条依靠绿色养殖，

带动村民共同富裕的乡村振

兴道路。 (曾佐然 魏生梅)

日前，在河南省平舆县

庙湾镇龙王庙村金姜大姜种

植试验基地，成片的生姜长势

喜人，生姜收割机机器轰鸣，

姜农们忙着把生姜与枝干分

离，抖土、分拣……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公司今年种的生

姜品种是‘小胖孩’。‘小胖

孩’大姜作为培育的新品种，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是当前

市场上畅销的品种之一。今

年公司总共种1000多亩，亩

产12000-15000斤，这两年

生姜市场行情比较好，每斤

能卖3元左右，除去种植和

人工成本8000元外，每亩净

赚两万多元。”生姜种植基地

负责人崔佳亮高兴地说。

崔佳亮是个“80后”，也

是土生土长的庙湾镇人，当

兵转业回到家乡后，一个偶

然的机会发现种植生姜的

商机，于是他多次到山东学

习种植技术，逐渐掌握了种

植技巧，便开始种植生姜，

成立了河南金姜科技农业

有限公司。

“我们与金姜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每年

收获季都会上门收货。”山

东铭航食品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说。

销路解决后，该公司便

大展拳脚，通过采取“公司+

生姜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大力发展生姜产业，辐

射带动周边村庄百余人就

业务工。

“听说种生姜挣钱，我承

包了100多亩地，打算也种

植生姜，今天是专门来学习

种植技术的。”来自老王岗乡

的霍来轩说。

在崔佳亮等种植大户的

带动下，今年平舆县的生姜

种植规模达4000多亩。

（黄华 王昆明 邢晶）

近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龙嘉巧

姐草编农民专业合作社，闫金凤（右）带领

社员制作草编工艺品。

长春市九台区龙嘉街道挖铜村村民闫

金凤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巧手”，不起眼儿

的玉米叶在她的手中上下“舞动”，几十分

钟就能变成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2016 年开始，闫金凤在当地妇联的组

织下参加了多期草编技艺培训班，2018 年

她牵头成立了九台区龙嘉巧姐草编农民专

业合作社。不断提升技艺水平，丰富产品

种类，拓展销售渠道，目前已有40余名妇女

加入合作社，每年人均增收超5000元。

张楠 摄

近日，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连

山镇的惠民农机作业专业合作

社，刚巡田回来的廖成勇一头扎

进办公室，拿出一个小本子写写

画画，又不时拨打电话，和客户

分别确认时间。“水稻收割前，必

须尽快做好规划，从哪里开始收

割、什么时间去、路线怎么走、客

户的时间是否合适……这些都

要提前做好准备。这是一场与

天气和时间的赛跑，耽误不得。”

今年30岁的廖成勇是连山

镇本地人，也是惠民合作社的职

业经理人。他还有一个响当当

的名号——镇上最年轻的中级

新型职业农民。当地农户更愿

意叫他“田保姆”。托管着万亩

良田，90后“田保姆”如何种好

粮、收好粮？

新农人掀起“种田热”
社会化服务“补短板”

2018 年，廖成勇大学毕业

后，先在一家国企工作。后来得

知广汉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落

户连山镇，一场“目的明确”的“返

乡从农”计划在他心中开始筹备。

廖成勇说，惠民合作社经常

购买或试用的各种农业智能化

设备，有些说明书是英文、韩文，

甚至个别

机器只附

有代码，老一辈人很难看懂，学

习起来也吃力；此外，合作社运

营管理方面也存在短板，需要更

科学的发展规划。

2020年，廖成勇加入惠民

合作社，第一件事就是“摸家

底”。“我们这边家庭农场都‘小

而全’，规模不大但设备齐全，农

场主干完自己承包地块的农活

儿，农机就闲置了。”在廖成勇看

来，这是一个机会——本着“物

尽其用”原则，他们开始完善和

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业务范

围。目前，惠民合作社可以提供

农资配送、农机服务、后期加工

全环节农事服务，甚至将业务拓

展到农机维修管护等领域。

在廖成勇的带领下，惠民合

作社的农机数量和质量、农机服

务面积、机库硬件设施性能等有

了显著提升。“目前我们全托管

的土地有1万多亩，提供单环节

或多环节社会化服务的土地有3

万亩左右，服务田块达20万亩

次。”

耕作方式机械化
“大户带小户”助农增收

拖拉机、耕地机、插秧机、无

人机、收割机……在惠民合作社

农机装备中心，各种机械设备装

备齐全、维护良好，俨然是一家

“农机服务超市”。

“育苗、插秧、施肥、植保、

机收、烘干……我们全程机械

化作业，‘一条龙’服务。”廖成

勇介绍，和过去相比，最大的变

化就是耕作方式有了天壤之别

——曾经种地“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景象已经被机械化、智能

化设备和操作方式所取代。特

别是作业环境方面，不少农机

还配备全空调驾驶室，作业舒

适度大幅提升。

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效率提

升。廖成勇介绍，以插秧为例，

如果按照过去人工手动插秧方

式，一个人一天只能完成2亩地，

而借助农机设备通过机械化作

业，一个人一天可完成40亩地

的插秧工作。“我们新采购的全

自动育秧流水线设备即将到货，

相比于常规产品，这套设备可提

高3倍工作效率。”

惠民合作社目前采取“大户

带小户”的社会化服务模式，针

对全程或单环节托管服务，分别

制定合同示范文本、收费标准和

农机操作规程，增强托管服务、

机械化作业的适用性，规范作业

服务行为，每亩平均节约成本

600元左右。

（据《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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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着万亩良田 90后“田保姆”这样种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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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小胖孩”净赚两万多

坚持生态养殖 林下飞出新“鸡”遇

“巧手”编出增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