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丽丽家庭农场位于黑龙江省讷河市
龙河镇保安村，经营规模3000亩，主要种
植马铃薯、玉米、大豆等粮油作物。农场
成立以来，场主杨丽丽及其家庭成员借鉴
企业化管理模式，以市场为导向选择种植
品种，充分利用国家惠农政策，积极融资，
搞活生产和经营，通过提高机械化作业
率，实施科学种植，不断提高生产效能，经
济效益逐年提升。如今，年纯收入近100
万元。

“干了一辈子农业，不舍得撒手”

1969年出生的杨丽丽，初中毕业后一
直在家务农，与丈夫谭国良一起种植马铃
薯、玉米、大豆等粮油作物，经营规模逐步
扩大。2016年，杨丽丽正式注册成立丽丽
家庭农场。

之所以成立家庭农场，是想继续深耕
农业。杨丽丽说：“我干了一辈子农业，不
舍得撒手，还想继续做下去，并且做得更
好。”家庭农场是国家鼓励支持发展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所经营的范围比种粮大户
更广，更便于享受相关的惠农政策，还可以
直接对接市场，开展经营活动。

也是在这一年，儿子谭晓旭回到保安
村，和父母一起管理、经营家庭农场。谭晓
旭大学毕业后在外省一家国有企业工作，
因为牵挂父母、心系家乡，他决定辞职回乡
创业。他征求父母意见时，杨丽丽心里有
过纠结，但很快想通了，表示坚决支持：现
代农业大有作为，有知识的年轻人的加入，
不但能经营好自家的农场，还能给保安村
的发展注入活力。

杨丽丽是上进好学之人，成为农场主
后，有了更多外出机会学习和考察，眼界更
加开阔。有一年，她参加省工商联在哈尔
滨工业大学举办的“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助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培训班。一直渴
望上大学的她，仿佛梦想成真，心情非常激
动。短短几天，她如饥似渴地听课，与学员
们交流，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发展现代农业
的思路更清晰。

她意识到，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家庭农
场的管理方式应更加规范。在儿子的协助
下，她参照企业管理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农

场规章制度，如，岗位责任制度、标准化生
产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劳务用工管理制度
等等。家庭成员不多，但分工明确、责任到
位。相比以前做种粮大户，农场的管理效
率上了一个台阶。

“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

长期经营现代农业，杨丽丽有着很强
的市场意识和效益意识。成立家庭农场
后，杨丽丽更加关注、研究农产品市场情况
和国家新政策，每年根据市场需求、农产品

预期收益以及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种植品
种和面积。她说：“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
么，什么更赚钱就种什么，而且要把它种
好。”

讷河市是著名的马铃薯之乡，当地气
候、土壤适合马铃薯种植，马铃薯产量高、
品质好，收益往往高于其他作物。很早以
前，杨丽丽家就开始种植马铃薯，2013年
还与村里其他几户种植户共同成立了马铃
薯种植合作社。成立家庭农场后，他们仍
然保持了适度的马铃薯种植面积，确保收
入的稳定。

近年，非转基因大豆供应偏紧，国家鼓
励大豆种植。杨丽丽便将大豆种植面积扩
大到1000多亩，2021年达到2000亩，今
年又扩种700亩，种植面积达到2700亩，
占农场总种植面积的90%。为了深挖大
豆潜能，他们采取深松整地、测土配方、分
层施肥、粮豆轮作等配套技术，大豆产量大
幅提升。预计今年大豆总产量将达到75
万斤，年纯收入超百万元。

杨丽丽深知，不管种植什么品种，都离
不开农业科学技术，只有实行科学种植，才
能实现增产增效。由于以前承包户使用化
肥较多，部分流转过来的耕地出现板结，肥
力下降。在农技人员指导下，杨丽丽对耕

地实行减肥减药，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
不仅改善了土壤结构，还抑制了病虫害的
发生，每亩增产增收500元。2020年，丽
丽农场的部分耕地备案为全国绿色食品原
材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当农民有价值，干农业挺幸福”

规模农业需要资金支持。在经营农场
过程中，杨丽丽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相关惠农政策，积极融资，扩
大再生产。

种植业风险较大，保守的经营者往往
不敢扩大生产规模，也不敢多贷款。杨丽
丽观念新、信心足：惠农贷款利息低，借钱
生产还能增值，何乐而不贷？从2018年开
始，她每年向银行申请惠农贷款，每次都不
低于100万元。她还学会在手机上进行线
上操作，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贷。

杨丽丽每年都按期还贷，为农场增信，
提高下一次的贷款额度。2020年，中国建
设银行的“地押云贷”年利率只有4.5%，比
上年降低了0.5个百分点，她果断贷了145
万元，比上年增贷40万元。她很会算细
账：“利率降低0.5，我们就省了3万多元的
利息。农民赚钱不容易，少交的利息可以
算作自己的收入。”

资金有了保障，杨丽丽的胆子更大
了。这几年，她除了用贷款保证生产正常
运行，还继续流转土地，添置拖拉机、收割
机、推土机等先进农机。至2020年，农场
经营规模由原来的几百亩扩大到近3000
亩，从种到收各个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大
大提高作业效率，还为周边农户提供农机
社会化服务，作业面积达1.2万亩。

由于经营有方，丽丽家庭农场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双提升，农场先后被评
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和全国家庭农场典
型，杨丽丽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
称号。她感慨地说：“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大
的荣誉，感觉这些年的汗水没白流。当农
民也非常有价值，干农业挺幸福的。”

谭晓旭在协助父母经营家庭农场的同
时，还积极为村里办实事，2021年当选为
保安村主任。对此，杨丽丽非常欣慰和自
豪：“我们家干农业后继有人了，希望将来
儿子能沿着这条路继续发展，把家庭农场
办得越来越好，带领全村村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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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势“酿”出精品蜜

“名优村品”兴产业促增收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评论员 佟吉清

季夏时分，太阳炙烤着大地，田
野一片斑斓，林深处鸟鸣蝉唱。此
时 ，山 东 省 齐 河 县“ 复 兴 少 年 宫 ”
里，小朋友们捏面塑、学剪纸、练书
法、打篮球……暑假期间，各乡村

“复兴少年宫”依据青少年儿童的
身心特点、兴趣爱好以及地方文化
特色，相继策划了主题鲜明、内容
丰富的特色活动，发现培养特长，
促进全面发展，为乡村孩子打造多
姿多彩、安全快乐的假期生活。

不只在山东省齐河县，眼下，这
样的乡村“复兴少年宫”已在很多
地方开花结果。自去年 5 月，为改
善因农村教育资源匮乏而造成的
素质教育缺失问题，助力优质资源
下沉，让特色课程不再高居“庙堂
之上”，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在全国开展乡村“复兴少年宫”建
设，为农村孩子撑起“诗与远方”，
让他们眼有星辰大海，心中繁花似
锦，不负韶华，逐梦生长。

乡村“复兴少年宫”创意满满，
孩子们个个兴趣盎然。二胡拉得
有板有眼，临摹画作有模有样，乒
乓球步法训练有素，阵阵经典诗词
朗读声在村庄上空飘荡，围墙上绘
制的“千里江山图”层峦起伏。除
此之外，攀岩、蹦床、非洲鼓、跆拳
道、机器人制作，这些农村娃曾经
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项目，让他们
的假期时光变得丰富多彩，尽情享
受童年乐趣。这里如同农村孩子
健康成长的“加油站”，一个“增能
增智”的场所，为梦想赋能加码。

以前，放学后或假期里，农村家
长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的安全问
题。自从村里有了少年宫，孩子们
有了学习益智的地方，有专业教师
现 场 辅 导 ，有 同 龄 朋 友 的 互 相 陪
伴。娃娃们一有时间就来这里，手
机玩得少了，不会冒险野泳了，乡
村 儿 童 的 假 期 更 充 实 ，家 长 们 省
心、放心又开心。

更重要的是，身心全面发展，看
到更广阔世界的孩子，梦想在他们
口 中 ，不 再 是 一 个 虚 无 缥 缈 的 词
汇，小小乡村“复兴少年宫”点亮了
孩子们的“音乐梦”“武术梦”“科技
梦”，相信现在的小厨师、小木匠、
小画家、小记者，未来可以是企业
家、植物学家、服装设计师、软件工
程 师 ，他 们 谈 论 起 梦 想 时 神 采 奕
奕，眼睛里闪闪发光。

的确，山里的娃娃不是没有天
赋，只需要像城里孩子一样，有被
重视、被发现、被鼓励的机会。就
像那些在北京冬奥会上，用希腊语
为全世界歌唱《奥林匹克颂歌》的
孩子，这些来自太行山深处的农村
娃们，登上辽阔的舞台，还上了电
视节目，接受了许多采访，打开一
扇通往更大世界的窗户。他们变
得更加阳光自信，开朗活泼，心里
多了梦想——考上名牌大学，去读

研究生，想当歌唱家。这支山区小学合唱团，已经
走出很远，未来还会走得更远，孩子们也从热搜网
红，变成公认的励志榜样。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乡村儿
童发展不仅关系到儿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也关系到未来新型农民的培养，关系到农村富裕
和农民幸福，关系到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

伴随教育公平的推进，农村孩子同样有机会走
进大学校门，但面向农村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文化
场所不足，以及农村和城市儿童之间素质教育的
差距仍一目了然。这种现象不禁让人想起俞敏洪
的感受，不会体育，不会音乐，不会绘画，这些当年
在农村不可能学到的东西都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这位乡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代表，回忆自
己北大四年的学习生活时感慨良多：与城市孩子
比起来自己永远是自卑的，因为无论从气质、涵
养、见识等方面都和人差了一大截。说到底，素质
教育的缺乏，减少了全面发展可能性，束缚了农村
孩子在更广阔天空飞翔的翅膀，成为城乡差距的
一个注脚。

改变正在发生。如今，少年宫不再是城市的专
利。乡村“复兴少年宫”是促进农村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阵地，是助推乡村振兴和农
村文明进步的重要抓手。补齐资源短板、满足群
众需求，为农村孩子享受城市优质教育提供更多
便利，引导农村少年儿童提高综合素质，形成良好
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助力乡村少年
儿童茁壮成长，使他们拥有敲开梦想之门的愿望
与能力，底气和勇气。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随着乡村“复兴少年
宫”向广大乡村延伸，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学有
所成，登高望远，活出饱满的一生，书写精彩的奋
斗故事。

乡村“复兴少年宫”是促进农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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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力军 单明海

“采‘槐米’啰……”盛夏时节，在湖南
省宁远县仁和镇陈安村，500亩金槐挂满
了金灿灿的花蕾，村妇联主席梁小翠带领
20多名留守妇女顶着烈日采摘。“今年

‘槐米’收成好，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正在
采摘“槐米”的妇女们个个脸上绽放着灿
烂的笑容。

“槐米”由金槐花蕾经柴火蒸熟、晾晒
或烘干而成，呈米粒状，可以作为药物原
料，也可以用于食品加工，具有较高的经
济价值。2013年，村里引导村民成立合
作社，按照“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集中流转500亩土地，引进种植金槐，
发展“槐米”产业。金槐进入丰产期后，年

产值达200多万元，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和
务工增收，村集体每年也能获得一笔土地
分红收入。

陈安村“槐米”产业的兴旺，是宁远县
发展“名优村品”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宁
远县依托当地农业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
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差异化发展之
路，大力发展“名优村品”，推动“一乡一
品、一村一特”特色农业向集约化、规模化
发展，陈安村的“槐米”、砠江村的生姜、新
塘村的葡萄、留佳位村的西瓜、大阳洞村
的甘蔗、太平村的小仔花生……先后培育
出特色农产品村120个。

与此同时，该县以“名优村品”为依
托，全面提升农产品品牌竞争力，积极引
导农业经营主体主动适应市场，提升产品
品质和品牌知名度，提高市场竞争力，让

产品走出大山，卖出好价钱。
该县柏家坪镇外出务工青年欧阳瑶

力，2013年在当地政府招引下返乡创业，
引进种植、加工中药材金丝皇菊，并注册

“康德佳”商标。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她
的公司每年到各地参加大型农产品展销
活动，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提高
品牌知名度，扩大市场影响力。如今，康
德佳金丝皇菊系列产品远销全国一线城
市，年产值超1亿元，带动了当地一批脱
贫户和村民增收致富。

“名优村品”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
农民大幅增收。据统计，宁远县各村生产
基地共安排就业2万余人，农民户均年增
收2万余元。今年上半年，全县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9000 元，同比增长
7.2%。

■ 杨俊

“我们的‘勺蜜’受到许多顾客喜爱，
上周我们就拿到了2000支订单。”在贵州
坪地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蜂蜜生产车
间，养蜂大户张军夫妇乐滋滋地说。他们
正和几名工人熟练地将蜂蜜灌入一支支
形似勺状的小袋中。

张军夫妇是坪地村村民，两年前加入

岑巩县土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始养殖
中蜂，规模从十几箱发展到300余箱，累
计创收 20余万元，成为当地致富带头
人。今年4月，他们注册成立公司，采取

“支部+公司+合作社+大户”的模式，发
展包括养蜂产业在内的生态农业。

近年，坪地村驻村工作队和村组织加
强引导和支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因地
制宜发展生态农业，其中，养蜂产业已发

展成为重要产业，每年产值约100万元。
今年，他们进一步延伸“蜜遇思州”品牌价
值，研发新包装，打造出“勺蜜”精品。

“‘勺蜜’其实是一款新包装产品，形
似勺状，每支重10克，便于携带，非常适
合旅游或出远门食用，一经推出就受到消
费者欢迎。”坪地村第一书记万伦宇介绍，

“近年，村级合作社还搭建了农村土特产
品线上销售平台，宣传推介蜂蜜等产品，

接到订单后下达给养蜂大户，大户负责生
产，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负责日常监
管，所产生的利润按照村集体占49%、大
户占51%进行分配。”

目前，坪地村正加大营销力度，将“勺
蜜”等产品打入省外市场，预计年收益将
达到20余万元。“我们将继续立足生态优
势，搞活林下经济，在促进村民增收的同
时，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万伦宇说。

借鉴企业化管理模式，实行科学种植，积极融资扩大再生产

湖南省宁远县推动特色农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培育特
色农产品村120个——

研发新包装，搭建线上销售平台，延伸品牌价值……贵州
省岑巩县坪地村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

欧阳瑶力展示他们种植的金丝皇菊。

杨丽丽在收割大豆。

杨丽丽驾驶拖拉机耕地。丽丽家庭农
场已实现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