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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福 李悦 文/图

初夏时节，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大石
镇一湾湾梯田里，绿油油的水稻禾苗迎风
舞动，长势喜人。

大石镇地处川南边陲，不少青壮年
外出务工，加之传统种植效益不高等原
因，导致部分土地撂荒。今年初，大石镇
通过引进企业和种粮大户流转土地、鼓
励农户自己栽种等方式，大力开展撂荒
地治理。目前，该镇绝大部分撂荒地已
经复耕。

大石镇旺龙村特聘村主任杨朝勇，以
前一直在外做生意，今年，听说镇上开展
撂荒地治理，他回乡重新务农，流转了600
亩撂荒地和在耕耕地，全部种上了优质水
稻。“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不能荒废，
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杨朝勇说，“明年
我准备把这些耕地都栽种上‘象牙香’特
种水稻。”

大石镇双全村村民赖发彬今年 81
岁，她家承包了6亩多耕地，两个儿子外出
务工后，她和老伴一直坚持耕种，但由于
年老多病，做不了重体力活儿，不得已看
着自家的承包地撂荒。今年，镇里引进了
一家企业流转土地，帮助他家复耕，消除
了老人的一块心病。“他们免费帮我们开
荒、栽种，庄稼成熟了让我们收获，这真是
一件大好事。”赖发彬脸上堆满了灿烂的
笑容。

大石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陈强介绍，
双全村共有150亩撂荒地，承包户确实无
力耕种。针对这种情况，镇里与一家大型
生猪养殖企业合作，由这家企业与农户签
订土地流转合同，将撂荒地全部流转，负
责对撂荒地进行开荒，提供自产的肥料进

行种植，所产粮食归农户所有。“企业将养
殖产生的粪污转化为肥料用于种植，解决
了企业的排废难题，又促进了农户增收，
一举两得。”

在镇党委、政府的倡导和鼓励下，不
少外出务工或在家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
也纷纷回村，对自己家的撂荒地进行复
耕。互助村4社村民杨光勇就是其中一
员，今年，他将撂荒了多年的3亩土地重
新翻耕，全部栽种上了大豆。“能种就一
定要种，我们农民的老本行不能丢了。”
杨光勇说。

“目前，已经完成1300亩撂荒地的治
理和复耕，剩下的200亩在 5月底前复
耕，全部种植玉米、水稻和大豆等粮食作
物。下一步，我们要加大农田特别是撂
荒地的水利设施、农耕道等基础设施的
建设，方便农业生产。”大石镇党委书记
王剑介绍，在开展撂荒地治理的同时，镇
村还积极联系协调有关单位，为农户提
供优良种子和“保姆式”的农业技术指
导，确保庄稼不但种得下去，而且有好收
成，“预计今年全镇将增产粮食近80万
斤，增收近300万元。”

““农民的老本行不能丢农民的老本行不能丢””

■ 王阿丽

我的家乡属于苏北“鱼米之
乡”，水网纵横、土地肥沃，很适
合种植水稻。20世纪70年代，
生产队的水稻产量低，每户分得
的粮食都不多，母亲总是计划着
我们一家七口的主食。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我家有了自己的责任田，农
校毕业、当民办教师的母亲在工
作之余种植水稻和其他农作
物。有一年，生产队长和农技员
来到我家，动员母亲带头试种杂
交水稻新品种。母亲没有过多
犹豫就答应了。和父亲商量后，
她划出三分之二的责任田用来
种植杂交水稻，剩余的田用来种
植常规水稻。

那年春天，母亲的业余时
间几乎都用在了杂交水稻的种
植上，浸种、育种、播种、育秧、拔
秧苗、插秧……忙得不亦乐
乎 。农技员也常到田里来查
看、指导。

听母亲说，杂交水稻的每
亩用种量不到常规水稻的一半，
买种子的钱省了一半；杂交水
稻根系发达，插秧时只需插一
根，移栽后能分蘖出十多根，所

以栽插的间距比常规水稻要大一些。
那年暑假，母亲每天都会去稻田转悠，按

照杂交水稻种植技术适时而作，灌水、施肥、治
虫。在大家的期待中，我家种植的杂交水稻进
入抽穗、灌浆期，沉甸甸的稻穗日渐饱满。秋
天收割测产，亩产达到了上千斤。家里原来的
器具装不下稻谷，我们家就建起了一个粮仓，
母亲在仓面贴上写着“丰收”二字的红纸。乡
邻们纷纷来我家参观粮仓，临走时，好客的母
亲不忘送上几斤新大米给他们。

自然而然，第二年，全村都种上了杂交水
稻。

后来，我家搬进了城里生活，家里责任田
上交给了村部。母亲还时常回忆起种植杂交
水稻的那段经历，说起袁隆平老先生研究杂交
水稻的事迹，母亲更是心怀感激。

助农兴农兴农

■ 徐平 戴丽莹

近日，浙江省天台县开通“农时公交”，定时
定线，为一家农业龙头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天台县近期实施
了临时交通管制，城乡公交暂停运营。一家种
植、加工铁皮石斛的农业龙头企业反映，他们的
员工大多居住在村镇，到农业园区、种植基地和
厂区上班，路途较远，通勤很不方便。而眼下正
是铁皮石斛种苗的种植季节，错过农时，就会影
响下一阶段的生产。

得知企业困难后，天台县相关部门立即组织
人员到企业了解情况，经过实地踏勘，确定人、车、
线、站以及防疫措施后，开通“农时公交”，点对点接
送该企业的员工，保证他们准时上班、回家。

据了解，交通管制期间，该县相关部门已针
对13家农业龙头企业提出的用工交通需求，畅通
了“绿色通道”，专线服务企业员工进行跨区域农
业生产，保证农业企业不误农时。同时，合理安
排运力，动态调整定制公交车辆及线路，帮助其
他企业的员工有序返岗，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
复工复产。

浙江省天台县点对点接送，专线

服务农业龙头企业，防疫农时两不误。

引进企业、种粮大户流转土地耕种，号召、鼓励农户积极复耕，

四川省叙永县大石镇多举措治理撂荒地——

■ 秦风明

从辞去大学辅导员工作回乡开网店、做
直播，销售当地农副产品，到被村民推选为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带领村民发展乡村产
业，仅仅两年多时间，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返
乡创业者王亚妮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创业之
路，并成为致富带头人、村民的“领头雁”。

今年5月4日，这位“90后”巾帼新农人
获得了“山西省青年五四奖章”称号。

返乡做电商，成就创业梦

王亚妮是从平顺县龙溪镇南坡村走出
的大学生，在山西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
留校担任辅导员。2019年上半年，一心想
闯出一片天地的她决定辞职。她说服父母，
回到南坡村，开启了农村电商的创业之
路。

南坡村位于平顺县南部山区，平均海拔
1700米，梯田众多，气候多样。一直以来，
村民以种植青米、黄小米、玉米、土豆等农作
物和果树为主，但由于没有自己的销售渠
道，村里的优质农副产品不但卖不出好价
钱，而且经常滞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帮助村民把家里的农副产品销售出去，让更
多村民增收致富。”王亚妮说。

在王亚妮的动员下，刚刚大学毕业的弟
弟王亚鹏也选择留在家乡，和姐姐一起创
业。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姐弟俩使用新媒体
十分熟练，很快在淘宝、微店等互联网平台
上申请建立“王大鹏家的农产品”“劳模之乡
五谷杂粮店”等店铺，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农
副产品的销售。

为了保证货源，王亚妮在村“两委”的支
持下，接手了村级专业合作社，并通过合作
社与农户签订供货协议，以不低于市场价的
价格从农户手里收购农副产品。遇上村民
出行不方便，客户催得急的时候，姐弟俩经
常上门收取。由于是在本乡本土，又是现金
收购，还有合作社加持，村民给予了王亚妮
充分信任。

“记得2019年冬天，接了一个2000斤
小米的订单。我骑着电动车，走街串巷地吆
喝找货源。每到一家，村民就热情地拉着
我，留我在他们家歇脚、烤火、吃饭，我非常

感动，虽然很累，但觉得很值。”王亚妮回忆
说，那笔单子，他们除去成本，赚了4000元
左右，这是她回乡创业后收获的第一桶
金。

王亚妮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转手买卖，回
村后不久便购置了真空包装机，设计了有特
色的包装袋，以“南坡绿”为统一商标品牌，
并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和推介，除了自己的
网上店铺，还把产品打入当地的大超市，销
量逐步增加。

随着直播、短视频的兴起，姐弟俩开始
直播带货，还动员父母一起参与。他们白天
收购、包装农产品，晚上做直播。刚开始，观
看的人数不多，他们一边坚持一边改进直播
技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有一次，他
们直播4小时，竟然卖出了475斤黑小米，一
家人笑得合不拢嘴。

农副产品的销量上来后，王亚妮通过合
作社与更多农户签订了合作协议，采取“合

作社+电商+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引导
农户种植黑小米、黑糯玉米、水果玉米、豆类
以及季节性蔬菜等农作物，加工生产当地特
色农副产品，带动400多名村民增收致富。

当选村干部，甘做“领头雁”

村里的农副产品走出了大山，而且卖出
了好价钱，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王亚妮
赢得了更多村民的信赖。2021年秋，27岁
的她当选为南坡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
任。

“参选之前，我是有顾虑的，自己年纪
轻，没有工作经验，怕不能胜任，还担心上任
后事务太多，影响自己的电商业务。但组织
的信任、乡亲们的期盼，让我感受到一种责
任感和使命感，再说，我回乡创业的初衷是
帮助村里发展产业，如果当选了，我的平台
会更大，能够做的事情更多。”王亚妮回忆
说。

走马上任后，王亚妮在做好党建工作和
日常村务的同时，继续从事农副产品销售，
发展村里的产业。

2021年12月，王亚妮组织举办第二届
南坡村青米节，许多村民展出的青米、黄小
米、萝卜、土豆等农副产品被销售一空，户均
增收600余元，最多的一户卖了2000元。

“看到大家高兴地数着钱的样子，我有一种
特别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王亚妮说。

为了扩大农副产品销售，王亚妮向政
府有关部门求助，申请低息授信，很快获得
了一笔贷款，改造、扩大村里的电商经营场
所，升级互联网平台上的店铺。她还向村
民传授、普及电商知识，介绍自己的经商经
验。一些村民有意直播带货，她手把手耐
心地指导他们，和他们一起推介、销售村里
的农副产品。

今年初，王亚妮与村“两委”其他成员
商议，决定对闲置的旧校舍和部分农房进
行改造，修建农家乐，用来经营餐饮，通过
乡村旅游带动当地农副产品销售，拓宽村
集体和农户的增收渠道。目前，工程正在
进行之中。

“今年，我们有信心销售70吨农副产
品，销售额突破百万元，带动村里的种养业
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王亚妮说，“有乡亲
们的信任和支持，创业的动力更大了。我会
加倍努力，带领村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打
造出乡村振兴的南坡样板。”

“90后”返乡创业，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发展乡村产业，她说，“有乡亲

们的信任和支持，创业的动力更大了”——

■ 范茜

“今年，我家种的草莓和樱桃都丰产了，不少
游客来采摘，收入不错。明年，我们打算扩大草
莓种植面积。”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街道
勤乐村村民刘金会说。

刘金会和丈夫曾在外地打工，2012年返回
家乡，重拾撂荒土地，先后种植了草莓和樱桃。
村里安排专门农技人员进行结对帮扶指导，刘金
会夫妇主动学习科学种植技术，逐年实现创收，
成为村里的致富典型。

以前，勤乐村村民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
物。近年来，忠庄街道和勤乐村大力推动特色产
业的发展，动员党员干部、致富能人发挥示范作
用，带动村民种植蜂糖李、樱桃、草莓等高效经济
作物，并安排农技人员下沉，为农户提供技术指
导，随后又依托近郊的区位优势，开启了以采摘体
验为主的农旅结合模式，让农产品卖出好价钱。

近年来，红花岗区忠庄街道勤乐村强化党建
引领，扶持特色产业，坚持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
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如今，勤乐村近50户农户
种植了精品果树，种植面积200余亩，水果采摘
已成为勤乐村的一张“名片”，村民大幅增收。

精品果树种成精品果树种成““名片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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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云

2019年，我大学毕业后被选调到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高陂镇西陂村，
担任村主任助理。两年多来，我见证
了西陂村的蜕变，同时在工作中慢慢
学会了谦虚求问，脚踏实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被
安排进行流调信息调查，一台电脑、
一部电话，同样的问话每日重复上
百次，有时一天下来嗓子都哑了。
最开始，被挂电话是常态，个别村民
不理解、不配合，甚至不友好，我感
到过委屈，但没有和村民争论，电话
被挂了就多拨打几次，被拒绝就发
短信解释。我始终相信群众心中有
一杆秤，能感受到你是否真心为他
们做事。我真诚的态度打动了村
民，慢慢地，村民对我的调查都给予
了配合和支持。

基层工作千变万化，自己不懂
的，一定要勤学勤问。耕地图斑核
查工作，需要结合卫星航拍影像定
位，利用外业核查 App 和现场拍摄
照片来完成。刚开始，我分辨不清
图斑位置，搞不清地名。就在我一
筹莫展的时候，村党支部书记让熟
悉情况的村干部来帮我。村干部就
像智能导航，把我看不懂的图斑一
一标识出来，还带着我上山下田拍
摄照片，碰到户主信息无法识别的
图斑，就去询问周边的村民。在村
干部和村民的帮助下，我圆满完成了外业核查
任务。

从校园到农村，一开始我有过恐慌、不安、无
措，心中总是惴惴不安，一方面担心工作做不好，
一方面担心自己不懂如何与村干部、村民打交
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和村民越来越熟络
时，做事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我将继续努力，担当实干，为乡村振兴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为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高陂镇西陂村
主任助理）

王亚妮向村民传授电商知识和直播技巧。

王亚妮到村民家里收购农副产品。

四川省叙永县大石镇旺龙村村民在复耕复种的梯田里进行田间管理。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勤乐村

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