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科技赋能，是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的
最有效的举措。越来越多的“巾帼新农人”
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大胆应用新技术，利
用新设施、新工具，大幅提升产品产量和品
质，提高管理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实现了
节本增效，点亮了产业致富梦。

引入数字农业，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传统农业往往看天吃饭，生产效率低。
江苏省镇江市“巾帼新农人”、江苏润果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巧应用高科技手段，
实行信息化管理，农场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
实现跨越式提升。

魏巧出生在镇江市新区一个农民家庭，
硕士毕业后就职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从事微生物农业研究。2017年上半

年，受父亲和家乡的召唤，她与在北京大学
从事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丈夫孙振中一同辞
职，回到镇江姚桥镇，分别在父亲的润果公
司担任正副总经理。

当时，润果农业关联了两家专业合作
社，主要从事水稻、小麦种植和农机社会化
服务，种植面积达2万多亩。公司经营规模
大，但由于管理方式粗放，生产效率难以较
大提升。父亲希望女儿女婿发挥自己的专
业特长，让公司的管理水平上一个大台阶。

魏巧夫妇回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
摸清“家底”。2017年秋天，利用卫星遥感技
术和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勘测调查，公司很快
弄清了2万亩土地地块的数量、面积和形状，
并对所有地块进行登记和编号，建立详细的
档案。

当年年底，原农业部启动2018年大田
种植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魏巧夫妇意识
到这是个好机会，马上着手申报。公司在竞
标中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该项目在江苏省
唯一建设试点单位。随后两年，在财政支持
下，公司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配置相关软
硬件，构建物联网测控系统、生产过程管理
系统和精细管理及公共服务系统。高科技、
大数据的应用，使公司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
产生了质的飞跃。

如今，在润果农业控制中心的电子大屏
幕上，田间环境，作物苗情、长势、病虫害，农
事操作统计等实时信息每天不断更新，专业
管理团队时刻掌握最新农田动态，及时作出
决策和调度。在生产过程中，大部分设施设
备也实现了智能化和自动化，灌溉、施肥、用
药不仅更加省力，而且更加精准。原来500
亩地需要两三人管理，如今一个人就可以搞
定，粮食产量和品质也大幅提升。近年，公
司获得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等称号。

实施循环农业，打造现代化农场

面对守成求稳、产业发展缓慢的现状，
山东省东营市“巾帼新农人”、广饶县张守凤
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超大胆应用先
进科学技术，不断引进种植新品种，积极发
展循环农业和智能农业，种植效益大幅提
升。

刘超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国企工作，
2015年初，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辞职回到老
家广饶县李鹊镇小张村，跟父母当起了助
手，共同管理农场。当时，父母经营流转几
百亩耕地种植胡萝卜，虽然收益差强人意，
但由于生产方式比较传统，人员辛苦不说，
产业发展缓慢。返乡后经过新型职业农民
等相关培训，刘超很快对如何发展现代农业

有了自己的思路。
第二年，刘超说服父亲，引进水肥一体

化设施。原来几百亩菜地的浇水施肥作业，
需要十来人忙活几天才能完成，如今只要两
三个人干两天就可以搞定，既省时省力，效
果也更好。女儿的这一“创举”让父母刮目
相看，此后，父母放手让刘超管理农场。

农场每年要产生大量萝卜缨，以前基本
都作废物处理。刘超产生了做循环农业的
想法，投资建起四个羊棚和一个沼气池，萝
卜缨作饲料喂羊，沼气池收集羊粪，产生的
沼气和沼渣、沼液分别用来做清洁能源和有
机肥，实现生态循环，既增加了新的增收点，
又节省了一笔买肥料的费用。

为了提高耕地利用率和种植收益，刘超
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标准化栽培、病虫害绿
色防控等种植技术，不断引进优良新品种，
使胡萝卜良种覆盖率达到了100%，还与山
东农科院的专家持续合作，开展垄上小麦、
新品种红薯种植试点，实现产业多样化发
展。

以前，农场只有几个简易的拱棚，种植
品种和种植时间受气候和季节制约。2017
年，刘超学习寿光大棚种植经验，投资建成
高标准大棚，并陆续引进种植甜椒、贝贝南
瓜、网纹甜瓜、绿宝甜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
蔬菜新品种，不仅一年四季都有蔬菜出产，
收益也大幅提高。

刘超不断引进和升级农业智能设施。
如今，农场蔬菜大棚的生产和管理都实现了
机械化和自动化，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电脑或
手机以及相关智能设施，实时监控大棚内的
温度和湿度，完成对作物的浇水施肥等作
业，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

经过几年努力，刘超将种植基地发展为
一个涵盖多品种作物种植、畜牧养殖，并实
现了生态循环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家庭致富
的同时，带动当地村民大幅增收。

发展富硒农业，提升品质增效益

河南省平顶山市“巾帼新农人”、平顶山
市绿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秦丽
敏通过对耕地土壤进行改良，率先引进种植
黑小麦等新品种，生产、销售富硒产品，走出
了一条农业提质增效之路。

秦丽敏是平顶山郏县长桥镇人，中学毕
业后在县城从事第三产业，婚后，丈夫郭亚
培先期回村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
植规模逐年扩大，但收入增长缓慢。秦丽敏
意识到，要大幅提高种植收益，还得有自己
的特色产品、高经济价值产品。2011年，她
放弃在城里的生意，回家与丈夫一起当起了

新农人。
通过自学和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秦

丽敏认识到，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
科技。当时，富硒农业在国内刚刚起步，大
部分种植户还不敢尝试，看准发展前景和商
机的秦丽敏夫妇，决定先行一步。他们请来
农技人员对农田进行测试评估，并制定改良
方案，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和硒肥，提高土
壤的有机质和含硒量。

改良土壤的同时，秦丽敏四处打听新作
物品种。当时，河北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正在
推广黑小麦等黑色系列作物，其营养价值高
于普通作物，但还没有规模种植。秦丽敏夫
妇没有犹豫，与河北农科院签订合作协议，
引进黑小麦品种，按照富硒农业方式种植。

2013年秋天，他们种植的黑小麦喜获丰
收。短短几年间，除了黑小麦，他们还引进
种植了黑小米、黑旱稻、黑绿豆、黑花生等新
品种，种植面积达到了1400亩。他们还开
发了700多亩闲置河滩地，种植云南雪桃、大
樱桃、红肉苹果等高端水果品种。

在种植过程中，秦丽敏积极应用测土配
方施肥、滴水灌溉、生物综合防治病虫害等
科学技术，确保了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经
过深加工，公司生产的富硒产品销到全国各
地，售价高于普通农产品三四倍，公司经济
效益和当地种植户收益大幅增长。近年，绿
禾农业先后被评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
河南省巧媳妇工程创业就业示范基地等。

点评

发展现代农业，根本出路在科
技。传统农民接受新技术、认同新
品种的能力有限，制约着农业劳动
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发展。随
着越来越多新型农民的出现，其中
不乏高学历人才转型投身农业，加
快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

“巾帼新农人”魏巧、刘超、秦丽
敏有几个共同点，即思想观念新、接
受新事物快，并深知现代科技对提
高农业产能和效益的重要作用。她
们在发展产业过程中，自觉应用新
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大胆引进
科技含量高的新品种、使用新设施
新设备，从而获得了成功。

当然，科技赋能，需要一定的
资金投入，还可能存在一定的风
险，因此，创业者要结合实际，科学
施策，稳步推进，还要善于积极寻
求政府部门和科研单位的支持与
合作。

新农人新农人巾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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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手记手记

■ 姜曼

背靠国家5A级景区蒙山，紧邻沂河水
系，在距离孟良崮十多里地的东南山上有
500亩荒山，当地村民刘元强采用有机技术
种植桃子，并为桃子起名“桃本桃”，“只为种
出小时候才吃到过的鲜甜的天然桃子”。每
年初夏时节，“来一杯”鲜果茶创始人刘倩就
会到这片果园来考察桃子长势、与农户订货。

“来一杯”的另一个原料供应基地——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绿沃川智慧农业示范
园智能化玻璃温室里种植的空中草莓也深
受消费者喜爱。

“这里的草莓品种多样，营养丰富，抗逆
性和耐贮运性良好。”刘倩说，她看中的就是
他们引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绿色种植方
式。“在源头上把握了鲜果的口感，做出来的
饮品就更接近水果本身的味道。”

“来一杯”创始于2001年，主打鲜果茶

饮品，根据水果季节性的特点，每月都有新
品上市，每年全国500多家门店要使用上万
吨的鲜果。

从2019年创建沂南桃子基地到2020
年创建兰陵草莓基地和郯城草莓基地，刘倩
谢绝了很多大型合作社的邀请，主动“舍近
求远”，坚持助力老家沂蒙山区果农，将老区
的优质水果推向全国。

刘倩创业的20年，也是奶茶市场不断
培育和发展的20年。这一时期，奶茶市场
有过火爆，也曾遭遇寒冷的冬天。在市场不
景气的情况下，同类厂商普遍压缩生产成
本，而刘倩顶着压力“逆向而行”，只要听到
哪里有新品种，哪里有新鲜水果上市，她就
马上赶过去，亲自品尝、把关，指导果农进一
步提升栽培质量。有的果农没有尝试过绿
色防控技术，担心水果产量降低，卖不到好
价钱，不愿意配合。屡次碰壁的她，坚持上
门走访等形式，组织果农召开绿色防控技术

培训会，并与他们签订购销协议，在当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果园绿色防控的种植方式
得到推广。

结合沂蒙山区特色水果，刘倩研制出各
色 应 季 特 色 饮
品。十多年来，在
她的带领下，许多
果农实现了脱贫
致富，成为她的长
期合作伙伴。

大学毕业后
努力创业成功的
刘倩，如今还设立
了奖学金鼓励大
学生创业，创办了

“来一杯”商学院，
传授个人创业经
验，并为大学生提
供公益岗位和创

业机会。在临沂各村镇，刘倩支持当地农
民开办了20多家加盟店。她表示，将支持
更多农民开店，带动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刘倩刘倩：：为了老区果农为了老区果农““舍近求远舍近求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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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巾帼新农人”大胆应用新技术，利用新设施、新工具，大幅提升产品产

量和品质，提高管理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实现了节本增效——

■ 口述：姜世超
■ 记录：罗正慧

2021年 5 月，我由中国农业银行
总部派驻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学坝
村，担任第一书记，开始了我的驻村
生涯。

学坝村是一个苗族聚居村，超过
80%的村民是苗族，共有21户监测户和
132户脱贫户。虽然脱贫攻坚战役在
学坝村已取得全面胜利，但防返贫任
务仍然艰巨。

发展产业是促进村民持续增收、防
止脱贫户返贫的有效举措。在脱贫攻
坚时期，中国农业银行帮扶学坝村建设
了10个占地20亩的蔬菜大棚，村里聘
请管理员和工人负责生产和销售，给他
们发固定工资。但这种经营方式并没
有很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种植基地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我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与村“两委”成员商量，决定实行

“村党支部+村集体企业+农业公司+农
户”经营模式，即村党支部统一管理种
植基地，村集体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并
与农业公司签订托管服务合约，农业公
司免费为农户提供蔬菜种子并负责产
品销售，农户负责生产。

经营模式转型后，种植品种也得
以调整，由原来经济价值较低的大白
菜改为辣椒、食用菌等经济价值较高
的作物。我从北京请来有机农业认
证专家，对生产和管理人员进行有机
农业和有机种植技术等相关培训。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的产品
品质大幅提升，市场竞争力也大大增强。去年年
底，基地首次扭亏为盈，每个大棚实现利润5万多
元。

大棚蔬菜种植基地转型的同时，村里的其他产
业，如莲藕池塘鱼、鸭养殖，大棚葡萄种植及采摘，
大棚草莓种植及采摘以及大型水上乐园项目“学
坝·山泉水世界”等也在健康发展。这些产业的发
展不仅使村集体经济更加壮大，还让村民通过务工
和分红得以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利用村委会门前
的一块空地，建设一个集学习、培训、休闲为一体的
村民文化活动中心，盘活村集体资产，同时让村民
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到学坝村快一年了，尽管有时工作很累，但看
到村庄焕发勃勃生机，听到村民群众的欢声笑语，
我就感到非常满足，觉得累点也值得。驻村帮扶不
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份厚重的责任。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管君

4月下旬，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峰峰镇上一
村红薯种苗基地，一派忙碌景象。每天，30多名妇
女在这里剪取种苗，一批批种苗被装车销往各地。

“俺家是隔壁上二村的，骑车十分钟就到了。
家里的地租出去了，每年这时候闲着没事就来地里
剪红薯苗。”正在育苗大棚剪取秧苗的鹿大姐说，

“我早上6点来的，中午这里管饭，干一天能挣100
多块钱呢，还不耽误我回家给孩子做晚饭。”

上一村党支部书记王增海介绍，目前，该村拥
有40个脱毒红薯育苗大棚，一年可产2000万棵种
苗，年产值达200万元，每年吸纳当地150余名农村
妇女务工。

上一村是典型的农业村庄，近年来，该村在确
保粮食种植面积的基础上，积极与当地农业部门和
农业大专院校对接，与龙头企业合作，大力发展红
薯产业，并利用当地农业资源，打造上官庄红薯产
业基地，形成了从选种育苗、种植到深加工、市场营
销的产业链，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大幅提升。

创建沂南桃子基地、兰陵草莓基地、郯城草莓基地，她放弃了很多大型合作社的

邀请，只为将沂蒙优质水果推向全国各地——

兴农富民富民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张守凤家庭农场有限公司的设施农业。

秦丽敏在管理农场的经果林。

刘超查看蔬菜生长情况。

魏巧介绍数字化云平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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