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曾媛

到官桥村任职一年半，我切身体会
到，说百句漂亮话不如做一件漂亮事，
在村民眼里，能办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事，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干部。

去年年末，叶大爷到街道反映，邻
居艾大爷家在门口和窗外搭了几块遮
雨棚，因巷子比较窄，下雨天雨水落在
棚上就会溅入自家的窗户，而且两户人
家之前签订了民间协议，约定不在窄巷
中乱搭乱建。艾大爷则说，自己的遮雨
棚尺寸小，不属于违章建筑，不同意拆
除。双方各执一词，不肯让步。

几块小小的遮雨棚，怎么会让多年
的邻居闹得不可开交呢？我向熟悉村
情的村干部进一步了解情况。原来，
叶、艾两家早先因建房问题生嫌隙，关
系一直不融洽，这次遮雨棚是引起矛盾
爆发的导火索。找到症结所在后，我和
村干部多次上门做户主和家人的思想
工作，并邀请双方的共同亲友林大伯出
面做“和事佬”。最终，艾大爷拆除了遮
雨棚，两家的纠纷终于顺利化解。

村民真正想解决的是什么？这个
不能想当然。今年年初，联城街道开展

“三级干部大走访”活动，收集各村的老
大难问题，然后现场办公解决。我和村
干部进行了扎实的入户走访。多位村
民反映，村口的那块河滩地得治治！原
来，那块河滩地种了一些苗木，没有围
挡，也没人管理，总有人半夜偷偷来倾
倒建筑垃圾。村干部清得快，总有人倒
得勤，屡禁不止。村民们的反映，给我
们提出新的课题，河滩地整治如何才能
治本？

于是，我主动与有关部门对接，争
取了一笔经费，在河滩地入口处设置
一道围挡，写上警示语，防止外来工程
车倾倒垃圾。随后，我提议对这块河
滩地进行整理，并把它利用起来，得到
其他村干部的认可。接下来，我们清
点了地块上的苗木，取得村民的同意后统一移除，
整理出一块十几亩的土地。村“两委”决定对外招
商，引进一个合适的项目，既可以美化环境，又能带
来经济效益。

帮村民办了几件实事，协助村里解决了几个老
大难问题，村民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对我的称呼也
发生了变化。刚进村那会儿，一些村民总说我是“上
头来的领导”，如今，他们常常称呼我是“我们的驻村
干部小曾”。

驻村一年多，我虽然遇到过坎坷，也有过想退缩
的念头，但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所以才有了今天的
收获。

（作者为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联城街道官桥村村
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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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雁”回乡，带农增收

返乡创业，流转千亩稻田；为一千多亩散户稻田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

走出一条科学种植、规模生产的粮油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之路。

■ 庄晋财

种植富贵竹，是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大致坡镇咸来村的绿色产
业。据咸来村支部书记介绍，咸来
村共有大约500家农户，70%的农户
都种植富贵竹，总面积达 3000 多
亩，年产量2亿多株，占中国富贵竹
近 60%的市场份额，年产值达 5000
多万元。村里还成立了花卉种植专
业合作社，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支
持和市场销售遇到的问题。村民种
植一亩富贵竹，可以获得近 2 万元
的收入，村里的贫困户依靠种植富
贵竹摆脱了贫困。

但笔者也发现，咸来村种植富贵
竹的方法比较传统，种植富贵竹的大
棚比较简易，一垄一垄的富贵竹长得
又高又密。农户将那些个头长到一
定程度的富贵竹割下来，运到村边的
简易加工棚，进行修理，按照大竹、中
竹、小竹精选捆成小扎，每扎10株，
等收购商前来收购，运到外地加工成
盆景花卉。行情好的时候，富贵竹能
够买到8元一扎，行情不好的时候，
连 5 元都卖不到。因此，种植富贵
竹，赚的还是传统农业领域的钱，没
有形成产业链。

怎么才能让小小富贵竹做出大
产业？笔者以为，不能只卖“半成
品”，还要深化加工，做出能够激发消
费者兴趣的观赏性产品，使其变成高
附加值的产品，价格也会随之增长。
据了解，一枝富贵竹可变成一盆（瓶）
景观，价格提升到18元。此外，如果
在生产地完成深加工，那些被切割废
弃的富贵竹料，也可以变成一瓶瓶漂
亮的插花作品，身价倍增。

当然，咸来村富贵竹产业的升
级发展，还要借助农村电商和现代
物流。江苏省沭阳县的花卉苗木
产业就相当发达，他们通过互联网
和现代物流，平均每秒钟就有 6 件

花卉产品发往世界各地，经营花卉苗木的网
店达 3 万多家，带动 28 万农村劳动力就业。
去年，当地花木产业总产值超过 200 亿元，成
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沭阳县的产业发展
经验，为咸来村富贵竹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路
径借鉴。

可以肯定，如果咸来村就地对富贵竹进行
深加工，做成盆景或者插花艺术作品，通过“互
联网+”，借助抖音、快手、微信等平台，将它们
卖到全国各地，还会在当地带动富贵竹的智慧
种植需求、插花技术培训教育需求、花卉种养
生产资料需求、农村电商经营培训需求、农村
物流需求（仓储、分拣等）、餐饮文化娱乐需求、
乡村旅游需求等，将创造出一个规模庞大的生
产性消费市场，形成一个大产业，让更多当地
农民实现持续就业。

我们期待，富贵竹能让咸来村更加“富贵”。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赴琼博士服务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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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张玲

仲夏时节，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马
道子村成片的稻田里，嫩绿的禾苗正在
返青，呈现一派盎然生机。

“今年，我们村和周边几个村的稻
田都种上了水稻，基本没有了撂荒地。”
永川区禝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理事长熊小玲自豪地说，“和往年一
样，散户1700亩农田的春耕春播，都是
我们联合社提供的服务。”

除了耕种自己流转的农田，禝福农
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还提供喷药、
收割等社会化服务，目前已辐射带动
500余家农户发展粮油种植，走出了一
条科学种植、规模生产的粮油产业化、
规模化发展之路。

科学种田，水稻单产量明显提高

朱沱镇马道子村及周边村子都是
传统农业村庄，由于青壮劳动力外出务
工经商，部分耕地撂荒。近年，当地政

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推动农业社会化
服务，外出务工人员陆续被吸引回乡。

熊小玲和丈夫罗永勇原来也在外
地务工，有了一定积蓄后，2016年，两
口子回村创业，先后成立罗永勇水稻种
植家庭农场和马道子村水稻种植股份
合作社，流转农户无力耕种的耕地，种
植水稻等粮食作物。

作为新农人的熊小玲夫妇，积极参
加相关培训，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提
高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水平，顺利拿到
高级农民技师证书，由门外汉成长为新
型“农把式”。

熊小玲从一开始就实施科学种
田。比如，她改变“一炮轰”的传统施肥
方式，既重施底肥，又巧施返青肥，保证
了作物生长的营养需求。由于撂荒多
年或长期施肥不当，一些耕地的质量下
降，熊小玲采取深耕细耙、增施有机肥
等方式，恢复耕地肥力。她还应用精量
半精量播种技术进行机械播种，节省了
用种量，提高了播种质量。几年下来，
他们种植的水稻单产量明显提高。

为了提高耕地利用率和种植收益，
今年，熊小玲夫妇主动实施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示范项目。“以前种了大豆就
种不了玉米，种了玉米就种不了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
实现玉米基本稳产，又多收一季大豆。”
熊小玲说，今年他们拿出78亩耕地做示
范，明年还要扩大种植面积。

机械化作业，千亩农田轻松耕种

熊小玲夫妇深知农业的根本出路
在于机械化，返乡创业后，他们陆续
购置了旋耕机、播种机、插秧机、收割
机等农业机械，通过培训，两口子都
成了合格的农机手，能够熟练驾驶各
类农机。

“有了农机，种地更轻松了。”熊小
玲说，一台四行插秧机一天可以插20
多亩，而人工一天只能插1亩左右；一
台收割机，一个人操作，一天可以收几
十亩。以前人工喷药，效率很低，2020
年，他们添置了无人机，实施无人机作
业，不但效率提高，而且及时防治了病
虫害，确保了水稻稳产高产。

实施机械化作业后，熊小玲夫妇自
己耕种的耕地面积，由最初的几百亩增
加到1000多亩。

受地形地貌的限制，马道子村的不
少耕地特别是山坡地不适合大型农机
具作业。今年春天，熊小玲夫妇响应政
府的号召，率先对自己流转的200多亩

耕地进行了宜机化改造，使大中型旋耕
机也能开进田间地头，作业效率大大提
高。

实施宜机化改造后，耕地的肥力有
所下降，熊小玲夫妇投入资金和人力进
行翻耕和施肥，使其满足作物生长的营
养需求。与此同时，他们还鼓励村民对
自家的承包地实施宜机化改造，并承诺
如果村民不愿或无力耕种，他们可以将
改造后的耕地流转过来，进行土壤改良
后耕种。虽然投入不菲，但他们认为这
样做不仅必要，而且很值得。

光卖稻谷，收益有限。为了延长产
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熊小玲夫妇购
置了加工和储存设备，进行粮食加工，
并注册了“罗富湾”大米商标，开辟新的
销售渠道，把合作社生产的大米卖出更
好的价钱。

社会化服务，带动农户种水稻

回乡创业第二年，熊小玲就牵头成
立了永川区流水岩农机专业合作社，
2018年，她成立重庆禝福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一边耕种自己流转的
耕地，一边为散户提供全程社会化服
务。

“我们主要提供育秧、机耕、机插、
机收、机烘等服务。”熊小玲介绍，除服
务本地散户，合作社还进行跨区作业服
务，服务范围和服务领域逐年扩大，年
服务收入达400余万元。

开展全程社会化服务，让熊小玲夫
妇获得可观收益的同时，还为许多劳动
力不足、没有农机具的农户解除了后顾
之忧。

“散户只负责田间管理，比如，观察
稻田是否缺水、庄稼是否有病虫害等
等，其他的作业，我们都包下来了。村
里贫困户、脱贫户的农田需要打药、施
肥，我们免费提供服务。”熊小玲说。

这些年来，在熊小玲的鼓励和带动
下，本村和周边一些有条件的农户也先
后流转耕地、购置农机，种植水稻等粮
食作物。熊小玲经常请来农技人员对
他们进行技术培训，指导他们实施机械
化和科学种植。

留守妇女杜芳原来在熊小玲夫妇
的合作社务工，后来流转了200余亩农
田、购买了几台农机，种植水稻，实现了
增收致富。“在熊小玲那里，我不仅学到
了许多种植技术，还学会了如何挑选好
用的农业机械……合作社领着我们挣
钱，我们只管种好地就行了，其他不用
操心。”杜芳说。

粮安天下天下

把富贵竹做成大产业，还得深化加

工，做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利用互联

网，把产品销得更远，卖出更好价钱。

专家论坛论坛

■ 杨瑞 杨俊

近日，位于贵州省岑巩县龙田镇都素村的一栋腊
味生产车间里，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工人们忙着腌
制、熏制腊肉、腊肠、腊火腿。

“要赶紧把这批腊肉炕好！这批订单要的货比较
多。”刚从外地回村的“巾帼新农人”龙久宏马不停蹄地
赶到车间，督促工人加快生产进度。

龙久宏是龙田镇都素村出生长大的“80后”姑娘，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打拼，当过教师，干过养殖，做过
农产品销售，2020年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招引下回村
创业，与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投资100多万元，注册成
立了黔东南宗显佳品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销
售土家族腊味。

“我做农产品销售多年，知道我们土家族腊味特别
受欢迎，市场需求比较大。”说起自己返乡创业的初衷，
龙久宏表示，“在外打拼多年，对家乡一直魂牵梦绕，越
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乡村发展需要年轻人，我们年轻人的
发展也离不开乡村大舞台。”

公司成立后，龙久宏和伙伴们组织工人按照土家
族传统生产工艺，制作腊肉、腊肠、腊火腿等系列特色
食品，并申请注册了“黔四郎”“腊贵菲”“思州腊嘎”等
商标，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生产过程，我们实行严格的品控管理，对传统制
作工艺进行改良，比如,减少食盐加入量，还研发了开
袋加热即食的便携式产品，深受年轻人喜爱。”龙久宏
介绍，去年5月，他们生产的第一批产品投入市场，通
过“线上+线下”方式销售，就实现了“开门红”。一年
来，公司已带动130户生猪养殖户增收，还为部分村民
提供了就近就业机会。

“我在这里上班，3000元一个月，家里喂的猪还
可以卖给公司，又是一笔收入。”在龙久宏公司务工
的都素村村民杨秀雷说。

岑巩县龙田镇党委书记杨军告诉笔者，近年来，龙
田镇大力实施“归雁”回引计划，整合各类资源，提供政
策支持，创建资源共享平台，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孵化
空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突出党建引领，多打‘亲情
牌’，吸引更多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返乡创业，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夯实人才支撑。”

驻村手记手记

贵州省岑巩县多举措吸引外出务

工、经商人员返乡创业。

兴农富民富民

6 月 15 日，
福建省建瓯市妇
联机关党员干部
在房道镇沶村参
加“认领一亩田”
首届插秧节活动。

今年，沶村党
支部依托弘农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
流转了30亩良田
种植优质稻，培育
生态米品牌，并组
织开展“认领一亩
田”活动，让更多
的人参与粮食生
产，珍爱粮食，节
约粮食。
杨超予 黄静/摄

■ 刘宗庆

走进湖南省长沙浏阳市镇头镇干
口村，紫色的红花檵木、黄色的女贞、绿
色的桂花树连绵起伏，宛如一片绚丽斑
斓的七彩花海。

干口村位于浏阳河畔，曾经以生
猪养殖为主要产业，由于生猪养殖粪
污处理不当，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较
大。几年前，当地政府和村“两委”实
施产业转型，沿河区域全面退出养殖
业，引导村民种植红花檵木等花木，发
展庭院经济。

红花檵木是我国特色花卉品牌产

品之一，属于彩叶植物，形态优美，而
且耐修剪，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具
有较高经济价值。在村“两委”引导
下，红花檵木产业很快在村里发展起
来。

该村涧口片村民陈庭今年32岁，
以前在外地打工，2015年回乡种植红
花檵木，率先采取先进的喷灌技术，实
现了致富梦想，并发起成立庭哥苗木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指导村民改良技
术，提升苗木品质。他还包揽了苗木起
挖、装运、外销等服务工作，成为村里的
致富带头人。目前，仅涧口片就有200
多户村民种植红花檵木，种植面积达

3000多亩，成品花木销往省内外，成为
干口村一张“金名片”，村民人均年收入
超过2.5万元。

“目前，全村花木种植面积8600多
亩，年总产值上亿元，创建为长沙市‘一
村一品’红花檵木示范片区。”村党总支
书记娄晓波自豪地介绍。

产业转型的同时，干口村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修建沿河步道，硬化村庄道
路，实施“五园”（小公园、小花园、小菜
园、小果园、小林园）改造，昔日脏乱差
的村庄实现蝶变。娄晓波表示，目前正
在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努力实现
全面乡村振兴。

产业转型，村庄蝶变

湖南省浏阳市干口村由昔日养殖村建成今日红花檵木“一村一品”示范

片区，花木产业年产值上亿元。

认领一亩田，兴起种粮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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