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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种植业的破局者传统种植业的破局者

湖
南
宁
远

湖
南
宁
远
：：
驻
村
帮
扶
兴
产
业

驻
村
帮
扶
兴
产
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人有我更精，人有我更特，是乡村创业
的一条成功之道，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制胜
法宝之一。

在回乡入乡创业和发展过程中，面对当
地作物品种老旧、种植效益不佳等情况，许
多“巾帼新农人”以市场为导向，及时调整种
植结构，大胆引进种植新品种，引导村民发
展有相对优势的特色产业，从而在市场竞争
中出奇制胜，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推广优质稻，带动村民增收

普通水稻产量高，但口感一般，销售价
格较低，种植收益受到制约，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巾帼新农人”胡羽带头种植优质稻和
适合出口的新品种蔬菜，并引导村民调整种
植结构，使种植收益大幅增加。

胡羽出生在牡丹江海林市海林镇江头
村，大学毕业后在旅游行业干了6年，2014
年回到家乡发展，并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胡羽是抱着改变家乡产业面貌的理想
回乡的。做导游多年，她始终关注大米市场
的变化，发现优质稻米越来越受消费者欢
迎，价格也比普通大米高。而粗放方式种植
普通水稻，种植收入难以提升。她决定引导
村民调整种植结构，按照市场的需求生产农
产品。

2015年，胡羽牵头成立了金稻谷水稻
种植专业合作社，引进种植“稻花香二号”水
稻品种。该品种是黑龙江新培育的优质水
稻，所产大米做出的米饭香浓软糯，营养价
值高，深受消费者喜爱。但由于产量略低于
普通水稻，而且必须按绿色生态方式种植，
有些村民起初不愿意尝试。胡羽动员自己
的家人带头种植。

当年，合作社种植的“稻花香二号”喜获
丰收，并且卖出了不错价钱。随后几年，在
他们的示范带动下，村民纷纷加入优质稻种
植行列，种植规模逐步扩大。合作社自产自
销，大米产量和销量由最初的几千斤增加到
后来的200多万斤。

在种植优质稻的同时，胡羽了解到彩
椒、西红柿等蔬菜品种很受欢迎。于是，她
又牵头成立了江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
领村民种植新品种蔬菜。她请来专家传授
种植技术，指导菜农种植。2018年，胡羽带
着他们种植的蔬菜样品参加外贸展销会，拿

回了一大沓订单。以后，他们按单生产，产
品不愁销而且卖出了好价钱。

如今，江头村一半以上的农户加入了胡
羽的合作社，村民每年增收5万元以上。

南果北移，推动水果产业发展

刘玮玮是肇源县百果园家庭农场的总
经理。2011年，她放弃城里的安逸生活，选
择了回乡创业。历经10年的钻研和探索，

刘玮玮带领乡亲们把一块曾经的贫瘠地变
成了一个百果飘香、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景
点。她不仅圆了自己的回乡创业梦，还带动
省内一批农民实现了创业增收。

刘玮玮从东北农业大学毕业后曾从事
商务工作，2011年，和丈夫王振一起回到老
家——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古恰镇孟克
里村发展大棚蔬菜种植。最初两三年，和部
分村民一样，他们主要种植西红柿，但收益
平平。经过咨询和考察，两口子做出了一个
大胆的决定：种植大宗南方水果。

黑龙江寒冷期长，不适宜大宗水果生
长，每年夏天要从南方运进，运输成本高，价
格也高。当时，农业科研部门已有“南果北
移”的科研成果，并培育出了抗寒的大宗水
果品种，但当地还没有人规模种植过。刘玮
玮夫妇想，如果在本地种植，产出更优质的
水果，不但能以低于外地水果的价格赢得本
地市场，还可以打时间差，把产品销往南方，
收益肯定不错。

2013年，他们在孟克里村启动“南果北
移”项目，率先栽培毛桃、富士苹果等大宗南
方水果。刚开始，许多亲友并不看好这一项
目，但刘玮玮夫妇信心十足。

在高寒地区种植南方水果，必须解决果
树越冬的难题。刘玮玮夫妇首先在冷棚里
进行试栽。第一年，由于缺乏经验，只有少
部分果树活了下来。他们总结了教训、咨询
了专家后，开始选用更加抗寒的品种，并采
取匍匐栽培方式，控制果树生长高度，便于
在冬天覆膜、覆土御寒，同时加强果树护理
和冷棚管理。此后，果树成活率逐年提高，
成活的果树陆续开花结果。

栽培成功后，刘玮玮夫妇在孟克里村流
转200多亩山地，成立百果园家庭农场，开
始规模种植毛桃、富士苹果、梨等南方大宗
水果。由于当地昼夜温差大，水果糖分积累
更充足，农场出产的水果口感比南方种植的
水果更好，投入市场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供
不应求。农场的收益也大幅增加。

从2017年开始，刘玮玮夫妇与相关部
门合作，推广“南果北移”栽培技术，指导当
地农户种植，推动了当地水果产业的发展。
截至2021年，当地大宗水果种植面积已超
过5000亩，每亩增收8000元以上。

引种新品种，土里掘出“金疙瘩”

品种单一、老化，种植方式粗放，导致红
薯产量和品质难以提高，四川省资阳市“巾
帼新农人”黄晓艳引进新品种，引导村民实
行科学种植，红薯产量和价格比传统红薯增
加两倍以上，促进了当地红薯产业的发展。

黄晓艳是资阳市安岳县周礼镇救星村
人，中学毕业后跟随父亲外出从事红薯收购
和粉条加工工作。2011年，19岁的她回乡
创业，发展红薯规模种植。当时，周礼镇几
乎家家都种植红薯，但由于品种单一、老化，
种植方式粗放，红薯的产量和品质都不高，
种植收益很低。黄晓艳决心改变家乡红薯
产业的落后局面。

要把家乡的红薯产业做大做强，必须调
整种植结构，改进种植方式。在红薯加工行

业打拼多年，黄晓艳十分了解红薯的市场需
求，她首先从河南引进“商薯19”品种，动员
村民种植。该品种拥有适合食用和加工两
重特性，市场需求大，但由于当地没人种过，
加之要求按有机方式种植，起初，大部分村
民不愿意尝试。于是，黄晓艳流转200亩土
地，带领几个“胆大”的村民种植。

通过精心栽培，当年，他们种植的新品
种红薯喜获丰收，产量比村民种植的老品种
高出了两倍，而且品质更好，卖出了更高的
价格。在黄晓艳的示范下，许多村民主动要
求种植。黄晓艳随即牵头成立安岳县鸿安
红薯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阳市尤特薯品开发
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
营模式，带动当地村民种植，公司以高于传
统红薯的价格包收。

这些年，黄晓艳与省内外多家农业院校和
科研单位保持联系和对接，不断引进种植新品
种红薯，使当地的红薯品种由原来单一的低淀
粉型，发展到现在的优质食用型、鲜食水果型、
高淀粉加工型、高营养保健型等多个品种，实
现了红薯产业多样化发展。为了提升种植收
益，她还引导村民实行错季种植，一年种植两
批，间隔3个月，让产品提前或错季上市，价格
比单季种植的鲜销红薯高出了4倍。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黄晓艳已带动周
礼镇及周边乡镇4000余户村民种植新品种
红薯，种植规模达3万多亩，种植户因此增收
致富，周礼镇也逐步发展成为“薯业小镇”。

点评

要想让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强、
收益更高，一定要有所创新，做到人无
我有，人有我精，人有我特。这既是市
场经济规律，也是产业发展规律。

三位“巾帼新农人”都有很强的市场
意识，在首次创业或第二次创业之前，对
农产品市场和相关产业都有深入了解，
并深刻体会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以
市场为主导，以消费者为中心。根据市
场需求的变化，她们大胆引进新品种，积
极引导和带动当地村民调整种植结构，
发展特色产业，从而凭借产品稀有、质
优，品种多样化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
据先机，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

引种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往往
面临种植技术不熟练、种植习惯不适
应、村民和亲友不支持等困扰，因此，创
业者不但要有创新精神，还要有坚定的
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在生产过程中尊重
科学，充分运用科技手段解决种植方面
的技术难题，做给村民看，带动村民干，
从而迎来新产业的欣欣向荣，推动特色
产业发展壮大。

■ 唐鹏 杨俊 文/图

“喂，杨孃，你的快递到了，如果没时间，
我下午抽空给你送过去。”

贵州省岑巩县天星乡适逢赶集日，在位
于集镇的快运收货点前，领快递的人络绎不

绝。女主人刘庭飞一边忙着给顾客收发包
裹，一边抽空打电话通知客户取件。

刘庭飞和丈夫吴国明都是天星乡三星
村村民，2015年，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在
外打工的夫妻俩返乡创业，成立自己的物流
公司，并购置一辆货车，承接乡镇快运业务。

“当时，我们乡里还没有一
家快递点，村民网购越来越多，
但收货又慢又不方便，我们办
个物流公司，自己有点收入，也
方便了群众。”刘庭飞说。

农村物流特别是快递包裹
利润很薄，但工作量不小。每
天，两口子要跑遍县城所有的
快递公司揽件，然后拉回村里，
分门别类整理好，通知客户取
件。天星乡集镇离县城40多
公里，水泥路面较窄，坑坑洼洼
不平坦，遇到恶劣天气，道路全
是积水，往返一趟要2个多小
时，但两口子从未滞留过快递
货物。

天有不测风云。2017年

的一天，丈夫在运输快递的行程中，一件包
裹突然自燃，烧毁了整车包裹。夫妇俩到处
借钱，终于凑齐11万元，赔偿了客户的损
失。为了偿还债务，刘庭飞把公司交给丈夫
打理，一个人外出打工挣钱。

两年后，2019年春节前夕，刘庭飞回到
家中，用打工挣来的钱偿还了债务，留在家
里一边照料老人和孩子，一边和丈夫合力经
营快运业务。

“那两年快运本来就没挣到什么钱，一
下子赔了这么多钱，真是雪上加霜，但我想
不能半途而废，还是要坚持下来。”刘庭飞回
忆说。

随着互联网在当地农村的普及，快运业
务量不断上升，刘庭飞两口子越来越忙碌。
每天，丈夫从县城拉货回来，卸完车，都在晚
上九点钟左右。白天，刘庭飞在店里接待收
发快递的顾客，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有些
村民出行困难，她还会送货上门，让他们尽
快拿到快递。

“这些年多亏了庭飞，她每天上班时间
几乎都是12个小时，比我辛苦得多。”吴国
明感激地说。

“农村人没有上下班时间观念，特别是
农忙季节，晚上十点多钟、早上六点钟也有
人来敲门取包裹。做农村快运工作，就得遵
循农村人的作息规律，全心全意为他们服
务，让乡亲们满意。”刘庭飞说。

付出总有回报。刘庭飞凭着自己的敬
业和热忱服务，赢得了群众的好评和信赖。
如今，他们的物流快运公司承揽了全乡大部
分物流配送和邮寄业务，年收入超过了20
万元。2021年年底，他们家建起了新房，日
子越过越滋润。

“在我们三星村，说起刘庭飞，大家都竖
大拇指，她不仅能吃苦耐劳，为群众办事也
从不含糊，村里有事情她也是随叫随到。”三
星村党支部负责人告诉笔者，2021年，刘庭
飞当选为岑巩县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她还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2021年底，向三星村党
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今年3月初，她被
推选为三星村妇联主席。如今的刘庭飞更
忙了。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能为乡亲们做
点事情蛮开心的。只要乡亲们需要，我就尽
力去做好。”刘庭飞说。

刘庭飞刘庭飞：：““只要乡亲们需要只要乡亲们需要，，我就尽力去做好我就尽力去做好””

江西金溪:无人机助春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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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种植结构，引进种植新品种，发展有相对优势的特色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出奇

制胜，引导村民实现效益最大化——

■ 骆力军 单明海

连日来，在湖南省宁远县乡村的田
间地头处处可见乡村振兴工作队员的
身影，他们或进行技术指导，或帮忙平
整田地、播撒种子、施肥浇水……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宁远县开
启乡村振兴大会战，选派166支乡村振
兴工作队、494名队员，对119个脱贫
村、38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16个示
范创建村、27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进行帮扶。

“感谢驻村工作队来帮忙！”仁和镇
舂水村烤烟种植大户刘永胜笑着说，去
年他家栽了150亩烤烟，收入20余万
元，今年又扩种了50亩。入春后，烤烟
苗生长旺盛，田间管理繁重，但他家缺
少劳动力，忙不过来。驻村工作队得知
后，马上组织队员到他家烟田，帮他揭
膜、浇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宁远县乡村
振兴工作队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模式，
促进了当地产业的发展和村集体经济
的壮大。

保安镇许家村摘下“省级贫困村”
的“帽子”后，利用村集体林地贷款600
万元，在荒山建设了一个鳜鱼养殖场，
每年产值达1200余万元，村集体增收
48万元，还为村民提供了40余个就业
岗位。

仁和镇永兴村曾是全县远近有名
的蔬菜大村，但由于菜农单打独斗，蔬
菜长期卖不出好价。乡村振兴工作队
进村后，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吸纳蔬菜种植能手和农户入
股，建设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不断提
升蔬菜品质，拓宽销售渠道，争取更大
利润空间。去年，仅反季节蔬菜就实现
销售收入100多万元。

“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带领我们发
展蔬菜产业，现在大家都有活儿干，有
钱赚了。”正在田里忙碌的一名菜农高
兴地说。

选派166支乡村振兴工作队
深入脱贫村、重点帮扶村、示范创
建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进行点对点帮扶——

4月10日，在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左坊镇许家
村双季稻种植基地，一名女农技人员正在操作植保
无人机，进行早稻直播作业。

近年来，金溪县农村充分运用植保无人机、智能
拖拉机、大型指针式喷灌机等各类智能化、现代化农
机进行春耕春播，农业生产越来越智能化、高效
化。 邓兴东/摄

助农兴农兴农

周礼镇村民在收获有机红薯。

黄晓艳展示村民种植的新品种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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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羽介绍他们种植的优质稻。

一些村民出行不便，刘庭飞就送货上门，让他们尽
快拿到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