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山东省阳谷县博
济桥街道石门宋村种植户孙
月华在自家大棚里采摘彩虹
西瓜。

近年，孙月华和丈夫宋
益峰承包了村里4个温室大
棚，引进种植礼品彩虹西瓜，
按照绿色无公害技术要求进
行管理，园内用上了滴灌、水
肥一体化、生物防控、秸秆反
应堆等技术，西瓜上市早，糖
分高，口感好，亩产量可达
6500多斤，亩效益可达5万
多元。4月中旬，彩虹西瓜陆
续成熟，每天都有游客来采
摘，一个3斤左右的西瓜能
卖20多元钱。

陈清林 王永奎/摄

彩虹西瓜熟了彩虹西瓜熟了

﹃
群
众
的
事
就
是
自
己
的
事
﹄

■ 毛兆庭 文/摄

阳春三月，贵州省三穗县
良上镇岑兴村的村民们正忙着
采收、加工青钱柳，以每斤300
元到600元的价格销往周边县
城及凯里、贵阳等地区。

青钱柳原是一种无人问津
的普通树叶，如今成为当地农
民增收的“金枝玉叶”，这一嬗
变缘于岑兴村支部书记吴开芝
敏锐的商业头脑。

岑兴村位于“老山坡自然
保护区”，植被丰富，曾有外地
客商到岑兴村收购青钱柳。刚
开始，吴开芝很纳闷，这树叶能
值什么钱？后来她得知，青钱
柳具有清热解毒、降“三高”等
功效，俗称植物界的“大熊猫”，
市场价格可观。她心中的致富

“火种”被引燃了。
2017年8月，吴开芝带领

村民成立岑兴生态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第二年，合作社扩种
了200多亩青钱柳。“山是聚宝
盆，坡有摇钱树。青钱柳产业
的发展，不仅增一片苍翠、护一
方水土，还可以成为岑兴村调
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
支柱产业。”吴开芝说。

“我是合作社的成员，也在
合作社务工，同时是村上的护
林员，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
2000元左右，而且每年有贫困
户分红和股东分红，每年收入
大概在2万元以上。”今年50
岁的杨水清说。他在外务工
10年，早想回家创业。村上成立合作社
后，他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2018年，合作社野生青钱柳收入2万
余元，2019 年增加到 7 万余元。然而，
2020年因为连续阴雨又缺烘干设备，合作
社的青钱柳基本没有收成。今年，合作社
购置了杀青机、揉捻机、烘干机等设备，种
植的青钱柳也进入了采收期，产量大增。
尽管连续阴雨，但采收回来的青钱柳经过
几道工序加工，价格升到了每斤300元～
600元。

据了解，合作社种植和管理的野生和
仿野生青钱柳，采摘周期为15~20天，一
天能采摘210斤，平均每天制作干品青钱
柳42斤。

“现在是青钱柳采摘的黄金时期，我们
要抓紧时间从山上采摘，然后进行深加工，
保证青钱柳的质感和口感。”合作社社员杨
朝金说。

与此同时，合作社还将村上的传统养
蜂产业纳入，蜂蜜产量从原来每箱产6斤
提高到10斤～12斤，产业总值也从十几
万元提高到上百万元。

如今，走在岑兴村，满山的翠绿尽收眼
底，让人心旷神怡。通过几年努力，村里的
贫困户已经顺利脱贫，昔日的绿水青山已
成为村民们致富的“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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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土专家”：种田种成全国典型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李婉婷：久练成“景秀”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强洪
■ 孙丽君

近日 ，走进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的
“景秀大地”生态园，一望无际的300多个大
棚，宛如明珠在绿树中闪烁；大棚内，水肥一
体化，湿度和温度自动调控，宛如一座现代化
农业科技园。

“我们的园区采用了物联网技术，只要
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可以完成对葡萄大
棚施肥、浇水、卷棚等管理。”生态园园主李
婉婷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介绍说，“园
区的每一步发展，浸透了我们的汗水和心
血，也离不开政府和妇联的支持与帮助。”

走出困境，建设现代农业种植园

李婉婷是一名“85后”，出生于蔡甸区，
2012年，从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园林专业毕业
三年后，她和当时还是男友的爱人一起返乡
创业，在蔡甸区玉贤镇松林村流转了500亩
土地，创办生态园，成立了武汉景秀大地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重点发展葡萄等果树种
植。

本以为只要不怕苦，播下种子就会有收
获，而一次次突如其来的天灾让李婉婷措手
不及，也让她得到历练。凭着韧劲和拼劲，小
夫妇俩一次次战胜了困难。

创业第一年，园子里的葡萄因为天灾生
长不良，面临绝收。李婉婷到处考察求学，请

来葡萄种植专家指导。每天她跟着农民一起
到田里学修枝、剪枝、坐果。经过努力，当年
夏季，他们种植的葡萄获得了丰收。第二年
夏天，当地遭遇干旱，夫妻俩急得到处调水，
为果园“解渴”。2019年夏季，连续大雨造成
基地内涝，李婉婷和工人们一起划着船到地
里抢收葡萄……

一个个困境让李婉婷更加理性和坚强。
夫妻俩多次到浙江、江苏取经学习，邀请专家
授课，从云南等地高薪请来技术工人进行坐
果等技术操作和培训；为防止土地使用透支，
每年投入二三十万元购买优质有机肥做土壤
补给。经过几年摸索，他们选择种植更多适
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的果树品种，保证了水果
品质。在主供市内中高档连锁超市的同时，
他们还开办了电商销售农产品服务中心，在
网上销售基地的农产品。2016年，他们开始
发展生态旅游业。

“目前，生态园主要给武汉市500多家水
果店直供草莓、葡萄等新鲜水果。今年一季
度，销售额已达900多万元，接待游客20万
人次。采摘旺季，每天要接待上千名游客。”
说起生态园的发展，李婉婷脸上充满了自豪。

回报社会，打造“最美巾帼农庄”

创业9年间，李婉婷已把生态种植园发
展为占地1800亩的休闲观光农业园，种植品
种从葡萄扩展到草莓、桑葚、樱桃、枇杷、西
瓜、橘子、冬枣等，实现了季季有水果。加上

一些有创意的旅游项目，生态园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尝鲜”。

如今，生态园年产优质特色林果、蔬菜、
水果、畜禽等农产品总量近500万斤，成为远
近闻名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先后被评为武汉
市“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湖北省级

“最美巾帼农庄”、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
李婉婷本人也被评为2019~2020年度武汉
市自主创业明星。

创业成功后，李婉婷不忘回报社会，积极
带动周边妇女就业。2019年，基地成立“景
秀·妇女微家”，针对女性的需求，不定期地为
妇女姐妹提供专业的咨询、交流服务，成为集
学习、活动、服务、培育、联谊、调解、议事等功
能为一体的有形阵地。

“我们这里大部分女性年龄偏大，大多
还要在家照看孙子，外出就业有困难。她
们就像我的长辈一样。生态园会带着她
们一起学习，增强就业技能。”李婉婷告诉
记者，生态园建立以来，经常联合妇联、农
技等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农
业科技知识、葡萄等果树种植技术讲座以
及旅游服务、葡萄酒酿制等技能培训，还
组织姐妹们相互交流，提高她们增收致富
的能力。

李婉婷告诉记者，如今，基地吸纳固定打
工农村妇女达150人，常年季节性打工农村
妇女300余人，帮扶精准扶贫户10户，户均
年收入至少增收2万元。

■ 范正磊 宣金祥 文/摄

春耕时节，安徽省天长市永丰镇桥湾社
区种粮大户张建昌正驾驶着农机在田地里驰
骋，一片片土地翻出新泥，一粒粒种子撒入希
望的土地。

“今年又新添了不少农机，有了这些‘铁
牲口’，咱种庄稼更轻松了。”张建昌声音洪亮
地说。

张建昌和妻子余庆芬于 2009 年创办家
庭农场，先后流转520亩土地种植水稻和小
麦。近年来，水稻和小麦亩产分别保持在

1300斤和1100斤以上，加上农机服务，年纯
收入超过了200多万元。今年初，他们的家
庭农场入选第二批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

农业机械降成本

张建昌夫妇原来在外务工经商，2009年
返乡创业。“当时，桥湾一些村民在工厂务工，
没有时间种田，想把家里的承包地流转出去，
我和老婆一合计，以650元每亩的费用流转
了300多亩农田，种植水稻和小麦。”张建昌
回忆说。

满怀创业热情的张建昌夫妇，却遭遇了
现实的冷雨：麦稻两季亩产2250余斤，才卖
了2400余元，除去流转费用和其他成本，只
剩下500来元，几百亩地一年才赚了10来万
元，比在外务工经商的收入差多了。

张建昌夫妇意识到，要想增加种粮效益，
首先要降低成本。“算盘得往细里打，田还得
往巧里种。”

请人工和农机的费用是种地成本的一个大
头。“这块费用每亩有350元，必须减下来！”从
2010年起，张建昌夫妇与人合伙成立了天长市
丰仓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投入200多万
余元，购买了大型拖拉机、旋耕机、插秧机和收
割机等农机具。虽然前期一次性投入大，但生
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以育秧、抛秧、插秧和点播等环节为例，
我们采用机械作业，我们还在插秧机上加装了
侧深施肥和除草剂喷施装置，一机三用，减少
了作业程序，提高了作业效率。”张建昌介绍
说，如今，合作社已拥有农机255台，除了种好
本社的农田，还为附近种植户提供社会化服
务，每年可收入360万元。

张建昌夫妇的家庭农场也随之受益。
2014年，农场的种植规模扩大到520亩，如今
农场除农机和技术服务收入外，每年仅粮油
种植收入就有55万元。

科学种田促增产

规模种田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张建昌不
放过任何一个农技培训的机会，除了参加本
市及各农科院所组织的培训，农场还与南京
农大、安徽农大等高校院（所）建立了合作关
系，为农场提供技术支持。他本人在多年的
农事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
当地有名的“农科土专家”。

以前，大田育秧费时费力，秧苗质量也参

差不齐。2017年，在农科专家指导下，张建昌
开始运用稻种印刷技术，不仅减少了用种量
和用工量，还提高了秧苗整体质量。在施肥
方面，他实施了侧深施肥和缓控释肥技术，大
大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在水稻整个生长期，
只需一次缓控释肥，就可以达到以往多次施
肥的效果，减少了肥料使用量。”

如何科学处理秸秆，促进作物生长？经过
多年摸索实践，张建昌总结出了“水稻留高茬
小麦免耕条播法”，即水稻收割时留30~35厘
米稻茬，将收获的短秸秆粉碎后播散在田中，
然后进行小麦免耕条播，一次性完成旋耕、播
种、秸秆覆盖地表作业。这项技术的运用，解
决了以往秸秆全量还田造成土壤间隙过大和
小麦缺墒的问题，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2018年，该项技术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专利。

张建昌夫妇学会了向科学管理要效益。
在传统种植年代，农民习惯用大水漫灌，既浪
费水资源，又不利于作物生长。张建昌夫妇
采用了薄水栽插、浅水活棵、干式交替、适期
烤田、活水到老和以水调肥、以水调气等肥水
管理技术，不但节约了生产用水，还使水稻植
株更加健壮，减少了病虫害，增加了产量。
2020年，农场水稻单产突破了1400斤/亩。

示范服务助乡邻

除了种好自家的农田，张建昌还积极帮
助本村和周边村庄的种植户解决农业生产
中的技术难题。许多种植户纷纷学习他们
的种植模式。近年，张建昌夫妇的农场分别
被评为天长市和滁州市的“示范家庭农场”。

2019 年春季，天长市遭遇连阴雨低温
天气，大面积育秧迟迟不出苗，许多种粮
大户心急如焚。张建昌到秧田反复查看，
发现秧田“三沟”（墒沟、腰沟、围沟）不互
通配套，排水不畅，造成田间长时间积水，

种子吸氧不足。他马上指导种植户清沟
沥水，增加苗床土壤透气性。不久，苗床
就长出了绿油油的秧苗。

由于去年秋冬长时间阴雨，当地一些
种植大户未能及时播种小麦，今年初春准
备改插早秧。张建昌知道后，马上和种植
大户进行沟通，讲明栽插过早的危害，及
时劝阻了他们。一名种植大户说：“要不
是张老板及时指导，今年我们可能会遭受
大损失了。”

近年来，张建昌摸索出的“水稻留高
茬小麦免耕条播技术”已在全市推广，帮
助种植户解决了小麦出苗难、冬季易冻死
等难题。在他带动和示范下，稻种印刷技
术在天长市的应用面积达到了 12 万余
亩，每亩减少种子成本 50 元，带来经济效
益 6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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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返乡创业，9年建成现代农业生态园

贵州三穗县良上镇岑兴村种
植青钱柳，从无人问津到坡上“摇
钱树”，增一片苍翠、护一方水土，
更是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 刘永刚 郭冠云 孟园

“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去的，没想到结果会这
么满意。”近日，江苏省宿迁市
宿城区耿车镇农民蔡大爷激
动地说道。

今年82岁的蔡大爷患有
冠心病和糖尿病，需要常年
吃药，医药费负担重，老人心
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为
此，他尝试到宿城区信访局
寻求帮助。接访后，信访局
工作人员先后联系了区民政
局、卫健局和医保局，咨询到
新型城镇合作医疗中特殊门
诊的报销政策，并带着他到
当地医院办理了相关手续，
帮助他顺利解决了医药费报
销问题，减轻了老人的经济
负担。

近年来，宿城区信访局以
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标杆，用

“真心、真情、真理、真干”，做
到“做实事”“讲实据”“出实
招”“显实效”，切实解决好群
众最迫切的实际问题。

宿城区信访局工作人员
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家
事，“用真理讲实据”，帮助信
访对象化解矛盾，维护他们
的合法权益。该区中扬镇农
民夏大爷有4个儿女，家境均
不富裕，不愿意承担赡养老
人的义务，竟把老人送到区
信访接待大厅不闻不问。信
访接待人员立即联系了老人

所在的村委会干部，并找到了老人的儿女，
跟他们讲法律讲道理，最终，他们同意共同
出资将老人送到养老院，让他安享晚年。

“用真情出实招”，也是宿城区信访工作
者坚持的做法。该区龙河镇农民朱某因为
父亲早年的历史问题曾不断上访，心情一直
很郁闷。宿城区信访局联合属地政府，成立
工作小组，数次下村走访、疏导。了解到朱
某喜欢文艺创作后，信访工作人员帮助其加
入文艺志愿服务队，鼓励他积极参与戏曲创
作。朱某的作品最终搬上了舞台，他多年的
心结解开了，并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

“群众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畅
通群众诉求，实行专事专办、小事快办。”宿
城区蔡集镇信访办工作人员介绍说，近年
来，蔡集镇信访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基层，全
面排查矛盾隐患，将矛盾化解在源头；依托
网格化管理，网格员、镇、村干部每日坚持入
户走访，实时掌握突出问题；联动司法调解
机制，充分发挥镇、村两级人民调解员作用，
将矛盾纠纷排查在源头、化解在萌芽。

江苏宿迁宿城区信访局畅
通群众诉求，实行专事专办、小
事快办——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张建昌夫妇2009年创办家庭农场，流转520亩土地种植水稻和小麦，亩产分别保持在
千斤以上，年纯收入超过200多万元。图为张建昌夫妇在旱育秧试验田查看秧苗长势。

吴开芝（中）与党员志愿者采摘青钱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