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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玲玲和丈夫蓝云霞
在“粮食银行”装运大米。

▲张玲玲在稻田察看水
稻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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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贫困村变身小康示范村

新农人的新农人的““种田经种田经””

新业态新业态新产业·

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寨碧村大力发展乡
村产业，让集体更强，让村民更富——

贵州遵义贵州遵义：：
特色产业创富特色产业创富

创富门道门道

■ 李伶俐 文/摄

8月初，重庆市荣昌区久丰水稻股份合
作社种植基地里，前不久插上的晚稻已长到
20多厘米高，一片片中稻泛着金黄，即将迎
来收割季节。

“今年，我们既种了一季稻，又试种了双
季稻，虽然农活儿比往年多，但以前人工干的
许多活儿都被机械取代，现在没有以前那么
累了。”合作社负责人、重庆市三八红旗手张
玲玲说。

有了机械化，种田省时又省力

张玲玲和丈夫蓝云霞都是荣昌区清江
镇分水村人，十几年前，他们离开家乡到城里
创业。2012年，因看到乡亲们大多还采用传
统方式耕作，收益不高，两口子毅然回乡创
业，在清江镇竹林村承包了200亩稻田，尝试
机械化种植水稻。

“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规模化。我们父
母那辈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也赚
不了几个钱。”张玲玲告诉笔者，由于田地零
散，不适宜大型机械，家乡机械化程度一直不
高，水稻种植的人工投入很大。

签下土地流转协议后，夫妻俩租来农机
修路整地，对农田进行了宜机化改造，“第一
年，因为田里螺、虾太多，种下的秧苗很快被
吃个精光。我们一边请人捡螺、虾，一边补秧
苗，折腾了四五次，才让秧苗成活了百分之八
九十。”张玲玲说。

第一年种植基本成功，2013年，夫妻俩
发起成立了久丰水稻股份合作社，扩大种植
和经营规模。此后几年时间里，夫妻俩陆续
在清水镇、四川泸州市泸县流转了1700多亩
田地，建立了两个基地，其中水稻种植达
1400多亩。他们还陆续购置了旋耕机、插秧
机、联合收割机、植保无人机等农机设备。

“现在从育秧到收割，农机成了主要劳动
力。”蓝云霞告诉笔者，有的机械设备已更新
了两三代。他们用流水线育秧机育秧，用大
型旋耕机耕田，插秧有乘坐式插秧机，喷洒农
药用植保无人机，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稻谷，烘
干稻谷用循环式烘干机。“平常三四个人就能
管理好基地，育秧插秧30来人就够了。种
1400亩水稻，感觉比以前种点自家田还轻
松。”

这几年，当地政府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基
本实现了“水电气路田”五个全覆盖，为全机
械化耕作奠定了基础。除了经营自己的基
地，合作社还向周边水稻种植户提供机耕、育
秧、插秧、病虫害防控、机收等社会化服务，每
年惠及1万亩农田，减轻了种植户的负担，自
己也多了一份收益。

增产提质，打开增收新大门

人工成本降下来了，但土地租金的负担
仍然较重，夫妻俩一直在琢磨如何最大限度
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种植双季稻是提高土地产出的一个有
效途径。多年来，当地农户普遍种植单季稻，
虽然有人试种过双季稻，但由于人工成本高，
产量低，最终放弃了。今年初，夫妻俩决定试
一试。

为了节省人工，第一季稻，他们采用直播
方式，即将催芽后的稻种直接撒进田里，省去
育秧、插秧环节。直播那天，一些村民前来围
观：“直接把种子撒田里头，这还想收谷子
呢？”

夫妻俩的心里也是忐忑不安，每隔几天
就去试种田察看。稻子一天天返青、长高、抽
穗，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7月上旬，试
种的30亩早稻迎来收割季节，亩产650斤。

“虽然产量比预计的低，但对我们来说，
算是成功的。”蓝云霞告诉笔者，双季稻平均
产量本来就比较低，加之因为丈量面积有误
差，种子撒得密集了一些，对作物生产和产量
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是第一次尝试，以后
会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亩产量。”

早稻收割后不久，他们采取机插方式种
植了30亩晚稻。如今，已下田20多天的晚
稻长势良好。

除了种植双季稻，夫妻俩更早就开始尝
试种植优质稻，更新水稻品种。这种稻因为
口感好，也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香稻”。优质
稻的产量虽然略低于普通杂交稻，但口感更
好、味道更香，稻谷价格每斤能比普通稻高出
1至4角，大米价格每斤能高出2至4角甚至
更高。

“别小看这小小的几角钱，算起来可不得
了。”张玲玲算了一笔账，按优质稻价格一斤
多0.2元计算，每吨就要多400元，他们每年
收成700吨，就能多收入28万元。“产量虽然
低一点，但收益更高了。”他们的优质稻大米

已创出了自己的品牌。

创新经营，深耕粮食深加工

走进久丰水稻股份合作社，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久丰粮食银行”六个大字。

“‘粮食银行’的主要载体其实就是仓
库。我们合作社建有4个粮仓，可以存储
2000吨粮食。”张玲玲介绍说，“粮食银行”有

“存取、保障、换算、兑现”等功能，一方面能实
现粮食错峰销售、低储高卖，保障了粮食安全
储存，另一方面可以让周边种植大户将稻谷
存进仓库，需要时来取，也可换成钱，需要时
再购买。

种粮大户将稻谷存入“粮食银行”，合作
社收取一定的仓储费。“存储总时长1至6个
月，每吨仓储费40元，总时长7至12个月，每
吨仓储费80元，最多存储时长不超过12个
月。”蓝云霞说，今年，种粮大户们的储粮意愿
都比较高，预计仓储量将达到900吨。

笔者采访时看到，“粮食银行”建设了智
能监测系统，各粮仓里设有40个温度测量
点。“如果哪个点位的温度超过正常值，管理
人员会打开风机进行除湿降温。”张玲玲说。

“最初存粮取粮的还不少，随着‘粮食银
行’内可选择的品种多了起来，大家更倾向于
换成钱。刚打下的湿谷子是每斤9角，晒干
后稻谷根据品级能卖到1.3元至1.35元左
右。”张玲玲说，去年优质稻卖到了每斤1.4元
以上，品质特别好的卖到了1.7元。

依托“粮食银行”，张玲玲夫妻俩购进了
18台设备，开办了一家日加工能力80吨的
大米加工厂，加工厂除加工合作社的粮食外，
还对农户和周边其他大户开放，实现互利互
惠。“只要大米不要糠壳的不需要加工费，要
糠壳的每吨收取200元加工费。”

大米加工厂里机器轰鸣，两名女工正在
给大米装袋、抽真空。她们家里的田都流转
给了合作社，每年按500斤稻谷折合当年市
场价拿流转金，她们则长期在合作社务工，一
天挣60元，加班另算，一个月收入2000多
元。

张玲玲告诉笔者，加工厂生产的大米不
仅走上了荣昌区居民的餐桌，还通过线上线
下销售走出了荣昌。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时，他们还牵头开通了“清江集”线上销售平
台，将大米及当地其他农产品按时配送到城
区。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升级‘粮食银行’，
把仓储能力提高到5000吨，日加工能力提高
到200吨，同时不断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张
玲玲说，“合作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和乡
邻的支持，我们还要努力提高企业效益，带动
更多乡亲共同致富。”

机械化、规模化，优质稻、双季稻，“粮食银行”、深加工……重
庆夫妻返乡务农，蹚出一条增产提质增收路——

■ 曾昭松 梁文 吕宗祐

仲夏时节，走进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
寨碧村百香果基地，只见一颗颗诱人的百
香果挂满藤蔓，果农们正忙着给果树施肥、
除草……

这个占地600亩的百香果基地，是寨
碧村在2016年利用东西部协作资金800多
万元建成的，运营模式为“公司+贫困户+村
集体”。4年来，村民直接从土地租金、务工
和产业效益分红中获得累计达400万元的
收入，户均年增收3600元。此外，基地还
带动50余名村民就业。

寨碧村曾经是一个贫困村，人均耕地
少，缺少高效产业，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
很低，48%的农户居住茅草屋。近年来，该
村探索“支部引领·村社合一”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新模式，打造“支部+X（经营主体）+
群众”工作机制升级版，大力发展产业，不
仅实现了贫困户、贫困人口“两清零”，还成
为州级小康示范村。

挖掘山地潜力，抱团发展种养业

种养业是寨碧村的主导产业。村党总
支书记王清华介绍，近年来，该村立足优良
的水源、优质的土壤等自然资源优势，通过
多种形式鼓励致富能人、乡贤流转土地，适

度集中现有耕地资源，充分挖掘山地潜力，
抱团发展产业，催生了“特色种养业＋贫困
户”的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先后建成了
2000亩的中药材和经果林基地、1000亩的
蔬菜基地、1000亩的鱼苗核心基地、1500
亩的优质稻基地，养殖种植示范户达145
户，有效地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

今年48岁的杨再富是一名退伍军人，
以前在外务工，2019年回乡流转了60亩土
地，发展生态养鹅，成为当地有名的养鹅致
富能手，实现销售产值70余万元，还带动几
十户贫困户养鹅，户均年纯收入达3万元左
右。“要不是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我不

会回来，也发展不起
来。以后，我还要加
油干，带动更多村民
一起致富。”杨再富
说。

建村级企业
园，为返乡创业
搭台

企业园区是寨
碧村最大的产业亮
点。这个占地60亩
的园区是在2012年
建成的。“我们这个
园区是黔东南州第
一个村级企业园，目
的是为返乡人员搭

建创业就业平台，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
先进生产要素不断注入，切实改善村经济
结构。”王清华介绍说，村里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出台了资金扶持、场租减免等激励和
保护措施，数十名外出务工人员带着资金、
技术、项目回乡，相继创办了仿古工艺厂、
木材工艺厂、农产品加工厂等多家企业。

患有先天性听力、言语双重残障的村
民李绍峰以前长期在外务工，2013年，他投
入多年务工攒下的100多万元资金，回村
在企业园创办了家具城，代理经销农村家
用器具，一年收入80万元左右，还解决了5

个村民的就业。
村民王仁勇以前也在外务工，前几年

与同村几名返乡人员一起创办了稻米加工
厂，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还解决了20多
人的就业问题。“过去家乡创业条件不行，
我们都到外面去发展了，后来，村里创建了
企业园区，村党总支又大力支持，我们就陆
陆续续回来了。在村里有钱赚，还能照顾
家里，何必到外面发展？”

王清华介绍，目前，园区企业每年给村
集体增收20余万元，全村工农业年产值超
过8000万元，人均纯年收入达到了1.3万
元，村集体累计收入300余万元。

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幸福指数

有了钱，村集体更好办事。近年来，寨
碧村加大投入，完善了人畜饮水、灌溉渠
道、生产便道、道路硬化、亮化工程、污水处
理等基础设施，还建了农民文化活动楼、篮
球场、农民休闲园、文化长廊等公共服务设
施，大大提升了群众幸福指数。

“村里这几年的变化特别大，现在，好
多人家都住上了别墅洋房，来村里观光游
玩的人也多了。”退休老党员、原寨碧村党
支部副支书腾文华老人高兴地说。

王清华表示，村里还要进一步发展壮
大产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
兴，让村集体经济更强，让村民更富、村寨
更美。

■ 周英华 李萍

盛夏，湖南省宁远县中
和镇坝眼村好又来葡萄种植
合作社的葡萄园里，一串串

“阳光玫瑰”葡萄挂满枝头，
淡淡的玫瑰香，沁人心脾。

“我们一共种了100多
亩不同品种的葡萄，‘阳光
玫瑰’有30多亩，按今年的
行情，市场价可卖到每斤15
至20元左右。合作社光这
一个品种的收入就可以超
过 100万元。”合作社负责
人欧阳艳芳开心地说。

“70后”欧阳艳芳曾在
广东一家知名企业当高管，
2011 年，在当地党委和政
府的号召下，作为共产党员
的她动员丈夫，毅然放弃稳
定工作，返乡创业。当年，
他们流转了50多亩土地开
始种植葡萄。她和丈夫刻
苦钻研学习，经常去外地取
经，掌握了种植技术，种植
出来的葡萄口感越来越好，
销路也越来越宽。

2017 年，欧阳艳芳和
丈夫牵头成立了好又来葡
萄种植合作社，吸纳 50多
名农户入股，种植规模由原
来的50多亩扩大到110多
亩。他们常年为周边农户
提供就业岗位，还经常向果
农传授葡萄种植技术，带动
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正在葡萄园里干活儿的
村民张格幼告诉笔者，她今
年50多岁了，在合作社做工
多年，每个月能有2000多元
收入，离家也近，上班和照顾
家里都可以兼顾，还学到了
葡萄种植的技术。

在宁远，像欧阳艳芳这
样返乡创业发展产业致富
的种植能人还有很多。据
了解，近年来，宁远县出台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
吸引众多在外经商人士以
及农民、大学生等返乡在乡
入乡创业，发展种植大棚葡
萄、草莓、西瓜、花生等特
色农业产业，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立足生态资源优势，
围绕“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
游产业化”做文章，强化党建引领促发展，引导
扶持懂技术、会管理的村民回乡创业，采取“村
集体经济+产业基地+农户”的方式，大力发展
蓝莓、桃子、李子等精品水果，辣椒、茄子等绿色
蔬菜和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

（彭飞）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镇村党员干部在务川自治县涪洋镇珍珠
村蓝莓精品水果基地帮助果农马胜芬（左）采收
蓝莓。

欧阳艳芳夫妇在葡萄园里忙碌着。

寨碧村村民在百香果种植园采摘。

寨碧村村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