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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新知新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王丹青

初夏时节，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
张家沟村的大片茶园，满眼碧绿，已采过春
茶的茶树，又吐出了一片片翠绿的嫩叶，迎
接夏茶采摘季的到来。

“今年的春茶丰收，全年收益肯定也不
错。”张家沟村茶叶种植基地合作方、日照茶
仓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会会一脸喜悦地
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回到农村创
业，我感觉很充实，也很幸福。”

返乡创业，打造生态茶园

日照被誉为“中国江北绿茶之乡”，赵会
会的父亲是日照的第一批制茶师。闻着茶
香长大的赵会会，对茶产业有着深厚的感
情，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茶企工作，一干就是
10多年。2020年秋，赵会会选择辞职创业，
成为一名新茶人。

巨峰镇是日照绿茶的主产区之一，当地
茶园大多由个体茶农种植。赵会会着手在
巨峰镇薄家口村建设高标准茶叶加工车间，
并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在巨峰

镇的茶叶种植专业村张家沟村共同打造生
态鲜茶供应基地。

2021年6月，赵会会与张家沟村土地股
份专业合作社签订茶园流转协议，合作社与
村里100余户茶农签订托管协议。按照协
议，茶园所有权归茶农，茶树仍由茶农种植；
合作社负责组织社员对茶园进行监督和绿
色防控，严格控制农药、化肥、除草剂的使
用，确保茶叶质量安全。公司制订种植标
准，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有机生物肥等，并以
高于市场价5%的价格回收鲜叶。此外，公
司按照每亩1000元给予补贴，其中30%用
于合作社进行茶园监管和维护，70%用于茶
农分红补贴。

“采取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解决茶叶
生产中因原料质量把控不严格、产品工艺水
平不高导致的茶叶质量参差不齐问题；另一
方面，企业降低了管理成本，可以专心打通
上下游，结合本地特色进行茶叶品牌化运
营。”赵会会说。

振兴茶产业，带动茶农增收

“今年可好了！茶园喝饱了水，肥不用
我们自己买，药也不用我们背着喷雾器打，省

工省时省力还给我们省钱，今年管保能增
收。”茶农宋全来算了一笔账，茶园托管后，
900多元的农药和有机肥、400元的地膜全由
日照茶仓免费提供，还可以拿到700元的分
红补贴，一亩地一年最少能增收3000余元。

以前，张家沟村茶园的灌溉设施年久失
修，茶农只能靠天吃饭。村
里原本打算等相关农田水
利设施建设项目批下来再
改造。农时不等人，今年年
初，赵会会决定由公司出资
先干起来，购置水泵、修建
茶山蓄水池、铺设水管。3
月，灌溉系统建设完成，300
多亩茶树终于喝上了“返青
水”。

茶园统一实行绿色防
控，也让茶农们省了不少
心。“两亩半茶园，往年打
药，得从山下背水上山，打
一遍药得一天。现在用无
人机，一会儿就能打个几十
亩。”宋全来说。

“今年我们的春茶销量

比去年增长了50%。”赵会会说，目前，公司
在张家沟的合作基地共有357亩，今后还要
扩大茶园规模，继续推广基地的管理模式，

“希望通过我们新茶人的共同努力，推动日
照绿茶产业转型升级，让更多茶农增收致
富。”

赵会会赵会会：：““回到农村创业回到农村创业，，感觉很充实感觉很充实””

■ 靳宏宝 郭冠云

“李书记，这是我们大棚
里的头茬西瓜，特别甜，今儿
拿几个来，给你们村干部尝
个鲜。”5月 11 日，江苏省宿
迁市宿城区龙河镇平楼村村
民老张，挑一担西瓜来到村
委会，兴高采烈地请村干部
们品尝。

去年的这个时候，老张还
在因承包地的边界问题与邻
居陈某闹得不可开交，从争
吵、斗殴发展到上访。宿城
区信访局和镇政府组织人员
调查后发现，老张与陈某两
家承包地的边界确实发生过
变化、不太清晰，但由于成因
复杂且涉及农户太多，相关
部门调解了多次也未能彻底
解决两家的矛盾。

去年下半年，区信访局、
镇政府和村“两委”召集30多
户相关村民，还请来村里有
威望的老党员、乡贤和当年
参与承包地分配的人员到场
见证，对存在争议的地块重
新进行丈量和合理平衡，最
终确定了老张和陈某两家承
包地的地界。两家人给予认
可，从此化干戈为玉帛。

纠纷化解后，老张有意发
展经济作物种植，今年初，村党
支部书记李凯主动把自己承包
的2个蔬菜大棚分给老张夫妻俩种植，并教他们种
植技术，帮他们联系销路。今年初夏，老张夫妻俩
种植的西瓜喜获丰收，他们首先想到了李书记和其
他村干部，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几年前，龙河镇武圩村村民唐大妈的儿子因交
通事故去世，户口被注销。唐大妈孤身一人，要求
将儿子的户口重新加在自己的户口簿上，未果后多
次上访。从今年初开始，区信访局和镇村干部组织
妇女志愿者经常到唐大妈家，和她唠家常，帮她干
家务活儿，细心开导她，暖心抚慰她。村里还给她
安排了力所能及的保洁工作。现在，唐大妈精神开
朗，生活过得很充实。

“群众反映的事，有些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小
事，但都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不能有半点马
虎，要用真心、真情、真招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他
们心头感到暖和。”宿城区信访局局长张彩芹介绍，
今年以来，该区依靠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乡贤、
志愿者等多方社会力量，与政府有关部门形成合
力，化解了60多件村民信访问题。

连日来，河南省安阳县瓦店乡杜庄村500亩
玫瑰花竞相绽放，工人们忙着采摘、晾干、烘焙，加
工下游产品。

近年，杜庄村发展以玫瑰观赏、采摘为主题的
乡村旅游，并开发出玫瑰花茶、玫瑰酱、玫瑰花饼
等以玫瑰花为原料的衍生产品，推动了一二三产
业的融合发展，杜庄村因此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

图为5月10日，党员志愿者和村民一起在杜
庄村玫瑰园采摘玫瑰花。 毕兴世/摄

■ 李放鸣

初夏时节，湖南省攸县宁家坪镇黄公村
的田野里，大片大片的早稻禾苗正沐浴着阳
光，茁壮生长。另一边，几名农机手驾驶旋
耕机，在水田里翻耕整地，为即将进行的中
稻栽插做准备。

黄公村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有3803亩
耕地、1302户人家，主要种植水稻等粮食作
物，是攸县的粮食主产村。近年来，该村不但
守住了耕地红线，而且实现了粮食高产稳产，
多次被上级政府评为粮食生产先进村。

黄公村是如何做到粮食高产稳产的？
笔者走进这个山村一探究竟。

集中流转，让愿耕者有地可耕

和许多村庄一样，前些年，黄公村的青
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留守在家
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许多人无力耕种，经
常让耕地闲置，而一些种田能手又苦于耕地
太少，一个人种几亩田，效率太低。为了应
对农村这一新变局，4年前，黄公村开始推行
土地承包经营模式改革。

“我们村实行的是农田集中流转。”黄公
村村党支部书记吴松岩介绍，村里实行村组
耕地集中流转，无力耕种或不愿耕种的农
户，把自家的承包地交给村委会代为流转，

由村委会与农户统
一签订流转合同，再
分别流转给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和种
植大户进行适度规
模经营。按照合同，
农户每年可获得
300~400 元/亩 的
土地租金。“个别农
户担心耕地流转后
自己没事干，不愿意
流转，我们上门做通
思想工作，优先安排
他们到种植大户那

里务工，一年收入也不少。”
“到今年为止，我们村60％的耕地完成

了托管和流转。”吴松岩告诉笔者，土地托管
和流转，既解决了耕地没人种的问题，避免
了耕地撂荒现象的发生，也实现了农田向大
户集中转移，让想种地的种植能手有了更多
的地可种，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济
效益比以前大大提高。

笔者在黄公村看到，每到晴好天气，村
里中老年妇女们都会走出家门，到村广场跳
广场舞。一位60多岁的妇女说：“以前，一
家人一年到头泡在田里，累得腰酸背疼，也
赚不了几个钱。现在，大部分人家的农田都
交给种粮大户去种了。我们这些老人终于
可以享享清福了。”

严格管理，杜绝农田非粮化

如今的黄公村，农田大多成方成块，田野
里水渠相通，道路相连，机械耕作十分方便。

以前，黄公村的农田形状不规整，道路、
水渠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大型农机下不了
田，遇到洪涝或天旱，种植户穷于应付。近年
来，当地政府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水
利建设，提升了农田质量，改善了基础设施。
以水利建设为例，先后有3座小型水库、48口
骨干山塘和4万多米田间水泥渠道进行了修
建和防渗处理。“这些年，我们村的粮食生产

基本上做到了旱涝保收。”吴松岩介绍。
近年来，黄公村加强耕地管理，坚决制

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村里的基本农田都
被纳入“攸县移动一张图”统一管理，其动态
变化被实时监控。从去年开始，村里实行了
田长制，村支部书记担任总田长，各村民小
组推选一名种粮大户担任组田长。田长们
加强日常巡查和宣传，对基本农田的状况进
行监督，做到了丘丘插禾不抛荒。

“这几年，我们像保护自己的饭碗一样
保护耕地，村里的耕地撂荒和非农化、非粮
化现象得到了遏制。”吴松岩说。

推广良种，水稻稳产又提质

“今年我还准备种‘隆两优1146’。这
个品种种了两年了，产量达到了600公斤一
亩，产出的米质也好，稻谷很好卖。”种粮大
户唐一江笑眯眯地说，他在村里承包和流转
了160亩农田，每年种的都是优良品种水
稻，收成都不错。

“水稻稳产高产，品种很关键，但每年流
行的水稻品种有40多个，农民选择起来困
难。”吴松岩介绍，近4年来，在水稻品种选
择上，村里根据镇农技站的推荐和种植大户
的体验，选出4至5个适合当地种植、抗性
好、产量较高的优良品种，提供给农户和水
稻种植户选择。

“隆两优1146”属于籼型两系杂交水稻
品种，2020年开始引入黄公村种植，因其产
量高，米质好，村里许多种植户和农户引
种。“去年，村民刘新华试种了1亩多的‘隆
两优1146’，产粮1050公斤，拔得全村亩产

‘吨粮’的头筹。”黄公村主管粮食生产的副
书记唐建武介绍。

仅仅高产，未必能增收。近年来，口感
好的优质稻米更受消费者欢迎。许多以前
主要追求产量的种植户开始改种能产优质
大米的优质稻，以提高种植收益。

“如今种田成本越来越高，选择米质更
好、更适合种植的品种，可以提高种植收
益。”种粮大户刘仲方说，去年，他家种植了

160亩“杏香1号”优质稻，虽然产量稍低一
点，但因加工出的米质好、米饭口感柔软，稻
谷更好销，价格比普通稻谷略高，除去成本，
赚了18万元。

科学种植，机械化越来越普及

“现在，耕田、施肥、治虫、防病、收割基
本都实现了机械化。”今年59岁的刘仲方介
绍，他家现有1台大型耕田机、1台收割机、2
台盘托机、1台无人机。“耕田机一天可耕田
40多亩，收割机一天能收割水稻50多亩，无
人机一天能完成撒药治虫300多亩，劳动效
率比人工不知强了多少倍。”

最近几年，由于村里实行了耕地集中流
转，种植的规模效益不断提高，相关政策加
大了扶持力度，机械种田在村里越来越普
及。村民唐方刚一台耕整机起家，短短几
年，水稻种植面积由 80 亩扩大到 110 多
亩。在农耕季节，他忙完自己家的活儿后，
还出动农机为有需要的种植户服务，又增加
了一笔收入。

采访时，黄公村的大片油菜正进入收割
季节。吴松岩告诉笔者，长期种水稻，容易
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影响粮食产量。近年，
黄公村对部分农田实行“油菜+水稻”轮作，
即在冬闲时节种一季油菜，次年夏初油菜收
割后再种一季中稻。“稻油轮作”，光油菜籽
的纯收入每亩就可有700多元，此外，油菜
梗入土，可以改善土壤，提高地力，促进水稻
生长，增加粮食产量。

“这片秧田是村里农民合作社集中搞的。”
吴松岩指着眼前一大片秧田对笔者说，从去年
开始，村里争取到集中育秧补贴项目，实行了
集中育秧、统一管理，并落实了水稻品种和相
关技术，“集中育秧省工省时，还便于水肥管理
及病虫害防治，秧苗质量也大大提高了。”

吴松岩告诉笔者，今年，黄公村双季稻复
种面积将达到2000亩，中稻面积为2800亩，
全村全年水稻种植总面积将达到4800亩，

“去年稻谷平均亩产700多公斤，今年估计也
不会低于这个数。”吴松岩信心满满地说。

乡村善治善治

近日，2022昌乐西甜瓜新品种展示周、国家
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新品种考评会、西甜瓜新品
种推介会等系列活动，在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举
行。全国17个省市、28家科研院所、39个种子企
业的653个西甜瓜、南瓜新品种集中亮相，其中小
型西瓜品种达248个，是历年展示小型西瓜品种
最多的一届。

昌乐在全国率先开展西瓜嫁接、无籽西瓜培
育、设施化栽培3项技术，先后培育出“乐蜜”“昌
乐无籽”等西甜瓜新品种100多个。如今，西瓜产
业已成为当地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特色产
业，常年栽培面积16万亩以上，年产量60多万
吨，产值超过24亿元。 （据《科技日报》）

653653个西甜瓜个西甜瓜、、南瓜南瓜
新品种亮相昌乐新品种亮相昌乐

河南安阳：

土地实行托管和流转，
避免耕地撂荒；高标准农田
水利建设，推广良种、科学种
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机
械化生产，提高种植规模效
益……湖南省攸县宁家坪镇
黄公村走出一条粮食稳产高
产之路。

———一个粮食生产先进村的丰收—一个粮食生产先进村的丰收““密码密码””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稳定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
量，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一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一系列
确保粮食稳产高产的措施。各地积极行动，加大耕地保护
力度，扩大粮食播种面积，通过实施奖补、加强农技服务
和农机服务等举措，调动种粮大户的种植积极性；广大种

粮大户和普通农户通过实施科学种植，提升和稳定粮食产
量。

粮食安全，重中之重。从本期开始，创周刊开设“粮安天
下”专栏，聚焦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介绍各地的应变良策和
耕种良法，报道各地促进粮食生产的鲜活经验，讲述种粮大户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种粮故事。

闻着茶香长大的她，选择辞职返乡创业，打造生态鲜茶供应基地，成为一名新茶人

内容提要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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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黄
公
村
集
中
培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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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稻
秧
苗
。

黄公村的种粮大户驾驶农机整田黄公村的种粮大户驾驶农机整田。。

赵会会和茶农查看茶叶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