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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稻田就是稻田，一亩地赚不上多少

钱。返乡大学生滕文强来了以后，搞起稻虾、

稻蟹共生，样样能卖出好价钱。

曾经，村民单打独斗，村里缺产业。乡村

干部李欣来了以后，领着大家开荒种花椒，村

民的“分红账”前景喜人。

以前，村民施肥打药忙得欢，蔬菜价格上

不去。企业家郑凌云来了以后，推广绿色种

植，效益增加 5 倍多。

在 重 庆 市 潼 南 区 ，越 来 越 多 爱 农 业 、懂

技 术 、善 经 营 的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加 速 涌 现 。

青 年 人 才 回 乡 创 业 ，本 土 人 才 茁 壮 成 长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敢 闯 敢 试 ，给“ 靠 天 吃 饭 ”的 传

统 农 业 带 来 了 新 气 象 ，有 力 带 动 了 农 民 致

富 ，促 进 了 农 业 提 质 增 效 。 2020 年 ，潼 南 区

农 业 总 产 值 达 到 111.89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5.4%。

返乡大学生安心干：稻
田养虾蟹，产品不愁卖

春耕时节，一进潼南区崇龛镇临江社区，

就看到路边连片的稻田。一辆辆旋耕机正在

平整田地，村民们在大棚里培育秧苗。

一块“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招牌下，一个

小伙子正在用手机给稻田拍照，还不时在本

子上记上几笔。他就是这里的负责人——滕

文强。

2012 年，滕文强从海南大学毕业后，在重

庆做销售，月收入 2 万元左右。日子过得安

逸，心却并不安定。从小在田坎边长大的滕文

强，有着浓浓的乡土情结，总想回到农村干一

番事业。

2016 年，得知家乡潼南区出台返乡大学

生创业扶持政策，滕文强毅然辞职，回乡创业。

经过多方学习考察，滕文强瞄准了“稻田

综合养殖”，流转 120 亩土地，“稻蟹、稻虾共生

试验田”就这样搞起来了。“蟹和虾能清除稻田

杂草，吃掉部分害虫，改善水质，促进水稻生

长，而稻田又为蟹、虾生长提供阴凉环境，促进

蟹、虾生长。”他说。

哪成想，起步并不顺利。2017 年 4 月，他

养殖的大闸蟹突然大批死去，最严重的时候，

每天早上都要捞起百十只死去的蟹苗。

一筹莫展时，区农业农村委主动送来了服

务，为他联系上了一名大闸蟹养殖大户。对方

来基地指导，不但免费教他半个月，还传授了

独家饲料配方。

名 师 指 点 加 自 己 下 功 夫 ，2017 年 ，滕 文

强 尝 到 了 丰 收 的 滋 味 ：收 获 大 米 2 万 斤 、大

闸 蟹 1000 斤 。“ 这 两 年 ，区 里 加 大 对 农 业 支

持力度，公司的形势越来越好。2020 年公司

销 售 收 入 达 850 余 万 元 。”滕 文 强 笑 着 告 诉

记者。

回乡创业不能忘了乡亲们。滕文强的公

司初创时就优先聘请 12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目前公司常年雇用农民工 18 人，季节性用工

25 人，为当地群众增收 68 万元。开展培训近

60 场次，培训人员达 5000 余人次，带动周边 15
户农户从事稻虾、稻蟹养殖。

“ 除 了 模 式 新 ，销 售 也 很 重 要 。”滕 文 强

说，公司目前已形成稳固的客户群，还借助电

商平台，把农产品送上远方餐桌。“下一步，要

在智慧农业上下功夫，推行稻田认养。”滕文

强说，一家人认养半亩田，可全程参与种田，

手机上随时查看稻谷生长，收割后一个星期

可以寄到家。

“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更多涌现，不仅解

答了‘谁来种地’的问题，还走出一条乡村振兴

新路子。”潼南区委书记曾菁华说，随着大批新

型职业农民成长起来，全区农民素质不断提

升，潼南乡村振兴步伐正在加快。2017 年以

来，全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农民培训超过 1 万

人次，认定新型职业农民近 300 人，引进 80 后、

90 后返乡创业人才近百名。

乡村干部示范干：组建
联合社，荒地出效益

一 辆 红 色 的 轿 车 从 公 路 上 驶 来 ，停 在

了 潼 南 区 双 江 镇 白 鹤 村 5 组 的 花 椒 种 植 基

地 路 边 。 29 岁 的 李 欣 走 出 驾 驶 室 ，从 后 备

箱 拿 出 一 把 大 剪 刀 ，大 步 直 奔 山 坡 田 坎 ，边

招 呼 着 村 民 ，边 熟 练 地 参 与 到 花 椒 树 修 枝

作业中。

暖阳下，一株株花椒树长势喜人。“以前这

一片都是撂荒地，看着让人心疼，”李欣告诉记

者，2015 年她作为本土人才被引进到双江镇

工作，两年前担任白鹤村党支部书记，“从坐办

公室到跑田坎，还是想为家乡做点实实在在的

事情。”

上 任 之 初 ，一 些 村 民 对 这 个“ 90 后 ”村

支 书 表 示 怀 疑 ：“ 一 个 年 轻 女 娃 娃 ，能 干 些

啥子哦？”

李欣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这个集体经济的

“空壳村”变样。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

李欣广泛征集村民意见，经过商议，大家决定

将村里闲置的土地开垦出来，成立经济联合

社，发展花椒种植。

“ 花 椒 对 土 壤 不 太 挑 剔 ，不 需 要 很 多 的

水利投入，经济效益也不错。”李欣说，区里

镇里的农技课，她带头“堂堂听”，专家来指

导，她追着问问题。“新一代职业农民，首先

要 懂 技 术 ，区 里 不 仅 给 政 策 ，在 技 术 上 也 最

给力。”她说，现在村民们自发学习农业实用

技术热情高涨，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老师

每次来镇里讲课，教室里都挤满了村民，“种

植的、养殖的，提高效益、防病防害，讲的都

是我们最需要的。”

为 探 索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新 模 式 ，2020 年 4
月，白鹤村经济联合社将现有的 700 亩土地

入 股 到 重 庆 联 耕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公 司

统 一 产 业 布 局 ，为 村 里 解 决 资 金 、技 术 和 销

售等问题。

打消后顾之忧，李欣更加坚定了带领村

民增收致富的决心。她和村民们抢抓春耕生

产时机，两个月内就把 700 亩土地开垦出来，

并 种 上 花 椒 。 目 前 ，村 里 入 社 成 员 达 到 了

711 户，以前在外务工的村民们，也有不少又

回到家乡，重新务农。

“ 花 椒 进 入 丰 产 期 后 ，一 年 的 销 售 收 入

能 达 到 80 万 元 。”李 欣 说 ，村 民 在 家 门 口 就

业 ，工 资 拿 到 手 ，分 红 有 盼 头 ，大 家 的 精 气

神 都 不 一 样 了 ，“ 我 们 未 来 的 目 标 是 建 设

集 休 闲 旅 游 、现 代 观 光 农 业 为 一 体 的 美 丽

乡 村 。”

“人才与资金怎么才能往乡村走？要有成

功的示范带动。”双江镇党委书记张昭源说，在

区里政策的支持下，镇里积极为有能力、有热

情的年轻人回乡搭好舞台，目前 80 后、90 后村

干部已达四成左右，他们正带领村民成为新一

代的职业农民。

龙头企业带着干：延长
产业链，打造精品菜

潼南区朴真有机农庄里，太安镇鱼溅村村

民蓝清明正在采摘有机蔬菜，脸上带着憨厚的

笑容。

蓝清明脚下正是自己的承包地。以前自

家的地自己种，现在他将土地流转出去，成为

劳务工人。“收入比以前增加了几倍。”蓝清明

笑着说，“土地流转费和工资加起来，现在年

收 入 近 3 万 元 。 比 去 外 面 务 工 或 者‘ 单 干 ’

强。”像蓝清明这样的村民，在朴真有机农庄

还有 70 多名。过去，他们分散种植，收入不

稳定；如今，他们工作生活两不误，收入也增

加了不少。

变化，得益于龙头企业带动。2011 年，潼

南引进四川阆中企业家郑凌云，支持他成立重

庆朴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太安镇流转 740
亩土地，种植有机蔬菜。

“改良土壤、试种、调整，3 年前开始逐渐

盈利，”郑凌云坦言创业期也有过艰难，但他更

看好未来。朴真公司种出的蔬菜，单产比一般

蔬菜低四成，产值却高出 5 倍以上，亩均产值

1.5 万元。“秘诀在于生态环保，产业链长，做出

精品。”郑凌云说，作为重庆市首家荣获有机蔬

菜产品认证企业，他们严格遵守有机种植标

准，坚守“做最健康、最安全食品”。

与一些农业公司不同，朴真公司不仅种植

蔬菜，还能进行加工，有自己的销售门店。蔬

菜采摘后，工人们将其送到低温冷藏车间，自

动分拣包装，再冷链配送至重庆中心城区的 8
家直营门店，长产业链带来了高效益，如今公

司年产值达到 2.3 亿元。

“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发展，离不开

当地良好的投资环境。”郑凌云说，去年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朴真作为重庆市蔬菜重点保供

企业，得到了潼南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帮

助，“去年下半年，我们重新启动了酵素饮料研

发生产，首款发酵果蔬饮料已成功面市。”

“ 乡 村 振 兴 千 针 万 线 ，最 终 都 要 落 实 到

‘人’，引进扶持好一个龙头企业，就能够带动

一批新型职业农民转型、扎根。”曾菁华说，当

前，潼南正在全力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

促进城市人才、资本等各类资源“上山下乡”。

越来越多的新型职业农民，以创新的思维

投身农业现代化建设，犹如星星之火，将不断

激发出“三农”发展的新动能。

重庆市潼南区全力打造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乡村人才队伍

农业提质增效 乡村更加兴旺
本报记者 王斌来 崔 佳 刘新吾

编者按：乡 村 要 振 兴 ，人 才 是 关

键 。 进 入 新 发 展 阶 段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迫 切 需 要 补 齐 乡 村 人 才 短 板 。

日 前 印 发 的《关 于 加 快 推 进 乡 村 人 才

振 兴 的 意 见》提 出 ，加 快 推 进 乡 村 人

才 振 兴 ，培 养 造 就 一 支 懂 农 业 、爱 农

村 、爱 农 民 的“ 三 农 ”工 作 队 伍 。 如 何

培 养 乡 村 人 才 ，怎 样 带 着 农 民 一 起

干 、共 同 富 ？ 本 报 记 者 走 进 重 庆 潼

南 ，从 几 位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的 故 事 中 探

寻 答 案 。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地处

鄂南山区的湖北省咸宁市通城

县农民抢抓农时，在田间地头

开展春耕生产。

图为通城县四庄乡寺背村

村民在田间劳作。

刘建平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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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岁的郭振芳走路带风，说话也快，采访

的时候，他不时看看手表，一再叮嘱工作人员

盯着会场，提前喊他去做培训总结。

老郭工作的地方是太行乡村振兴人才学

院。自打 2020 年 7 月起，位于山西长治市上党

区振兴村的这个学院就火了，农艺师培训、村

干部领头雁培训……2020 年培训人数就达 1.3
万多人。

培训学校为什么选在振兴村？

“有红色文化，又是美丽乡村，现场教学有

资源、有看点。”作为管教学的副院长，老郭说，

人才学院 7 个工作人员，3 个是市里教育系统

退休后被吸引来振兴村的，“工作虽然累，但能

为乡村振兴服务，干得满是激情。”

2010 年，山西获批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年，长治县（现上党

区）城乡统筹振兴试验区成立。

经过 10 年发展，振兴村从一个贫穷落后

的山沟沟变成了环境优美、生活富足、基本公

共服务有保障的现代化新农村。

如今的振兴村像个磁石，吸引着方方面面

的能人，“80 后”白洛川，2010 年来村里旅游

公司应聘，和文工团的 20 多名大学生自编自

导自演，让村里月月都是文化节。

城里娃娃郝东锋来到振兴村。种格桑花、

建观光路、打造上党步行街，已成长为村旅游

公司骨干。

在振兴村，像郭振芳、郝东锋这样被吸引

来的外乡人才已有 2000 多人。人才多了，乡村

发展步伐加快。村集体资产从 10 年前的 100
多万元增加到现在的 20 多亿元。村民人均年

收入从 6500元增加到 36900元。

值得一提的是，振兴村人富了口袋并未止

步，村里先后建起孝廉公园、党群生活馆、家风

家训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站、雷锋志

愿者服务站，文明乡风日渐繁盛。

村民们都说，振兴村能有今天，关键是有

个好支部。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挖山填沟，绿化

造林，修路打井，让吃水难、行路难、上学难的

贫困户家家住上新楼房；搞运输、兴商贸，发展

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培训教育，振兴村乡村振

兴之路越走越通畅。

振兴村里人才兴
本报记者 周亚军

惊蛰已过，春耕生产

自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黑

龙江兰西县，不少农民再

次签下土地托管协议，“土

地托管，从种到收，省力又

省心，收入还有保障。”有

农民这样说。

如今，以土地托管为

代 表 的 农 业 生 产 性 社 会

化 服 务 在 各 地 进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 农 业 农 村 部 日

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农业社会

化 服 务 组 织 数 量 超 90 万

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

积 超 16 亿 亩 次 ，服 务 带

动 小 农 户 7000 多 万 户 ，

对 小 农 户 的 带 动 能 力 越

来越大。

当前，我国小农户数

量占农业经营主体 98%以

上，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70%，

“大国小农”仍是我国的基

本农情。相较于新型经营

主体，小农户在采用新技

术、新机具，应对自然和市

场 风 险 方 面 能 力 普 遍 不

强。所以，只有实实在在

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加

速让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

发展格局，才能让农业现

代化早日实现。

应当 说 ，农 业 生 产 性 社 会 化 服 务 恰 好 是 促 进

小农户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力量。这些服

务通过集中采购、机械化作业等方式，帮助从事农

业生产的小农户实现节本增效。这不仅有助于解

决一家一户独立进行耕种收作业不经济的问题，

让小农户成为适度规模经营的真正参与者和受益

者；也有助于提升小农户的种粮积极性，避免出现

土 地 撂 荒 、耕 地“ 非 粮 化 ”等 问 题 ，从 而 稳 定 粮 食

种植面积。

但要看到的是，在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发展

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情况。比如在一

些地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往往更倾向于服务规

模化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服务意愿不强。仔细分

析，这背后既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资金、设备、人

才不足问题，也有小农户组织化程度不高、相关对

接机制不畅等因素。所以，让小农户和大服务顺利

对接，还应多方着手。

首先，应 加 强 对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主 体 的 政 策

支 持 力 度 。 通 过 设 立 专 项 资 金 、财 政 奖 补 等 方

式 ，支 持 发 展 专 业 化 服 务 主 体 ，建 设 区 域 性 农 业

社 会 化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加 强 服 务 组 织 负 责 人 培

训，提升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小农户的服务意愿和

带动能力。

其 次 ，应 畅 通 对 接 机 制 ，搭 建 好 供 需 对 接 平

台。在农民合作社不发达、不完善的地方，更好地

发挥村集体组织作用，将一家一户的小农户组织起

来，集中购买规模化服务。可以通过“服务组织+村

集体+小农户”的形式，探索按订单生产、按比例分

红，在保证小农户获得生产服务的同时，还与服务

组织构建起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总之，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更多更贴

心的服务，才能让更多小农户真正成为大服务的受

益者，更多地品尝丰收的滋味。

让
小
农
户
放
心
对
接
大
服
务

郁
静
娴

■话说新农村R

推动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更有效
地对接小农户，在
提升服务质量和对
接效率上下功夫，
只有服务更贴心，
小农户“点单”才能
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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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 者朱隽）眼 下 ，正 值 春 耕 备 耕 时 节 。

河南省光山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一派忙碌。项目负

责人李学柱说：“多亏农发行的贷款支持，我们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才能及时推进，让旱能灌、涝能排的耕地保

证今年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不只在光山县，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为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提前发放春耕备

耕贷款。截至 2 月底，已发放信贷资金 302 亿元，确保

“不误农时”。

据介绍，农发行精准对接春耕备耕市场变化和金融

需求，完善支付清算渠道，上线超级网银系统，建立应急

通道、绿色通道，畅通办贷服务“最后一公里”，发挥农业

政策性金融支持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农发行累计投放粮食生产

方面贷款 2824 亿元，其中，发放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土

地流转及规模化经营贷款 1872 亿元，发放支持种业、农

机等农业科技贷款 495 亿元，发放支持化肥、农药等重要

农资储备和供应贷款 457 亿元，为助力粮食稳产高产、种

业振兴和农业生产资料保供稳价作出积极贡献。

农发行

302亿元贷款支持春耕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