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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得一犁雨，秋收万担粮。”3 月下旬，安

徽天长市汊涧镇张营村雨后放晴，喝饱了绵

绵春雨，油菜花成片盛开，绿油油的小麦攒足

了劲儿拔节生长。禾禾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平东林正忙着春管：“农时不等人，小

麦绿色生产要压茬推进啊！”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送技术，优装备，推

广农业深度节水控水，年内将开展 5000 万亩

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和 4000 万亩轮作休耕，再

认定 1 万个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进

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实现全覆盖。春

耕时节的田野，处处绿意盎然。

做好田野加减法，优
质产品多起来

绿色春耕，优质高效是主基调。

“前一阵追施了小麦拔节肥，目前正是穗粒

形成关键时期，油菜也正在结荚长粒。等到 5
月下旬，水稻就要插秧了。”平东林是一名 90
后，几年前从城市回到家乡办起合作社，成了一

位新型职业农民。

从 2018年起，合作社在张营村流转 1200多

亩土地，开展稻麦（油）轮作。“要想种好地，还得

走稳绿色发展路子。”平东林深有感触，目前地

里种的小麦是“镇麦”系列，这个品种属于中麦，

穗粒大、抗病性好。油菜秸秆富含有机质，每年

收获后堆放在稻田里发酵，能少施 10斤底肥。

这几天，水稻还处在备土育秧阶段，150亩

稻虾田里已经热闹起来了。“冬天投放的小龙

虾，一个月前开始上市，一天产量 100 多斤，今

年价格好，每斤能卖 20—25 元呢！”平东林说，

养过小龙虾的水田，泥土在水里泡了一冬，土

质松软，清塘后无需犁田，可以直接机插秧。

绿色春耕，管好投入品是关键。

生产稻虾米，肥药都要严格控制。“合作

社采用高效有机肥和生物农药，成本虽然高

了不少，但效益上来了，还能一田双收。”平东

林说，稻米加工后再出售，每斤比普通大米贵

2 元。去年，一亩稻虾田纯利润达到 2650 元，

大伙儿都尝到了甜头。

做 好 田 野 加 减 法 ，地 里 优 质 产 品 多 起

来。去年，我国新认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

农产品 2.2 万个，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

97.8%。

绿色春耕，循环农业是亮点。

“换个法儿种地，田里处处都能变废为

宝。”今年春耕，平东林还有一桩高兴事：合作

社 投 资 新 建 的 秸 秆 碳 化 造 粒 厂 即 将 正 式

投产。

“农事一茬接一茬，产生的大量秸秆难以

完全消化，这下有了好去处。”平东林说，秸秆

经过高温闷罐等一系列工序形成碳粉，一部

分可以制成炭基肥、水稻育秧基质；另一部分

挤压成粒，制成生物质燃料。据估算，秸秆加

工项目每年能给张营村集体带来 3.6 万元的

固定分红。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各地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

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加强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

用和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行动，循环农业不

断推进。

“ 互 联 网 + 农 技 ”进
田，助农民节本增效

田 间 地 头 ，互 联 网 给 绿 色 春 耕 插 上 了

翅膀。

“老赵，我准备在茶园里套种黄豆，你看

看这样弄对不？”3 月 14 日一大早，四川旺苍

县大两镇金光村脱贫户蒲守国就来到黄茶

园，拍了一张图发到“春耕之家”微信群里。

没过几分钟便收到回复：“对的，就是这样。

但也要注意，这几天容易春旱，新栽的茶树一

定要浇足定根水。”

蒲守国口中的“老赵”叫赵大春，是旺苍

县农业农村局培训的 97 个农技员之一，专门

帮村民解答春耕中的技术问题。“老乡手指一

点，问题发到群里，我随时随地就能帮他们答

疑解惑。”赵大春说。

“茶树套种大豆，作用可不小。”赵大春介

绍，豆苗长起来后枝梗繁茂，削弱了杂草长

势，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除草打药，同时还能

固氮，提升地力。据测算，一亩茶园套种 4 公

斤大豆，可减少尿素使用量 10 公斤，茶树长得

更齐壮，茶叶品相也更佳，比常规种法能多采

集茶叶 10 多斤，相当于增产 25%左右。

线上线下的农技指导，帮越来越多农户

掌握了生产技能。“在微信群里看农事、学技

术，还有专家点对点上门指导，增产增收更有

保障了！”金光村茶农赵万勇家里有 5 亩茶园，

今年打算和几个老乡一起，把村里前两年新

建的黄茶园流转过来，用上这种套种模式，效

果立竿见影。

当前，大两镇已有 98 户脱贫户、10 户种

植大户、16 户科技示范户加入“春耕之家”微

信群。在全县，通过微信平台，累计开设春耕

春管“微课堂”300 多次，为 1 万多家农户解决

了 2526 个春耕生产技术难题。

新技术下田，让田野上“绿”意更浓。

“农技推广，就是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

干。利用春耕这段时期，大力推广绿色生态技

术，为全年农业生产定下绿色的主基调。”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魏启文说。

今年 3 月以来，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先

后印发了春季主要农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和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重点推广了测

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化肥等化肥减量增

效技术，持续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化。

目前，我国已实现农作物化肥农药施用

量连续 4 年负增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

75%。近 55 万农技推广人员与农民一起，为

春耕生产披上新绿。

智能农机提质扩面，
农民种地更轻松

春浇一水，亩产千斤。走进山东平度市

50 万亩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区，平整

的机耕路、标准化水渠和林网纵横交错。田

庄镇西寨村种粮大户侯松山正在给小麦浇返

青水，麦苗迎风挺立，青翠欲滴。

“过去种粮，最头疼的就是浇地。”侯松山

说，小麦从播种到丰收得浇三四遍，一人一天

只能浇四五亩地，3000 亩地光人工费就要 6
万多元。

2018 年，当地政府推广水肥一体化项目，

侯松山流转的地块，有 1000 亩列入了项目范

围。每亩政府补贴 500 元，自筹 200 元左右，

建起了标准化输水管道、出水栓和机井等农

田灌溉设施。

“一个机井能管二三百亩地，闸门一合上

就能浇地，夜里也不耽误。”侯松山说，卷盘式

喷灌机浇地均匀，水肥一体化系统能实现精

准滴灌，二者结合使用，每亩地比大水漫灌节

省两成水，算上人工，亩均节本 100 多元，增产

近 200 斤。

放眼全国，各地通过完善提升农田生产

基础设施，转变生产方式，不断提高土地、肥

水利用率，有效促进集约化生产经营。

现代化装备助力绿色春耕。

甘肃山丹县西屯村实施“一户一块田”高

标准农田改造，零碎地成了整块田。“今年我

承包了 900 亩地，省工又省油。”登成农牧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刘登成感慨。

在河南商水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农田

配套了田间气象站、土壤墒情监测站和物联

网监控设备，农民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完成

灌溉、施肥等智能化管理。

去年，我国建成高标准农田 8391 万亩、高

效节水灌溉 2395 万亩。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

人 介 绍 ，今 年 将 完 成 1 亿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和

1500 万 亩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建 设 任 务 ，确 保 到

2022 年建成 10 亿亩高标准农田。

伴随宜机化改造，更多绿色智能机械开进

大田。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中塘村，水稻插

秧同步精量施肥机轰鸣而过，栽插整齐的秧苗

和肥料同步留在了田里。现场技术人员介绍，

“这台插秧机安装了定量施肥装置，在插秧时，

通过导管将机箱中装的肥料颗粒精准推送至

秧苗根部，一次完成插秧和施肥两道工序。”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机械化主导的新

阶段，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超

过 80%。农业农村部农机化管理司副司长王

甲云表示，今年要继续深入实施东北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推动秸秆覆盖免少耕播种

机械化技术应用提质扩面，进一步培肥地力，

持续促进粮食稳产丰产。

绿色春耕跃动广袤田野
本报记者 郁静娴 李晓晴

■田间追踪高质量·春耕探行R

■话说新农村R

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需要更有力的
人才支撑。要通过
搭建平台、优化环
境、完善政策，吸引
更多人才返乡，为乡
村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以精准扶贫闻名的湖南

省花垣县十八洞村，正大踏

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发展条件大为改善，吸引越

来越多的外出村民返乡谋发

展。返乡大学生成了“网红

主播”，带动村里的电商产业

发展红红火火，腊肉等特产

卖出了高价；外出务工人员

回村办起了农家乐，当上民

宿店主；还有不少村民返乡

创业，发展起了养蜂等新产

业……在他们的带动下，十

八洞村的发展充满活力。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这 是

“ 三 农 ”工 作 重 心 的 历 史 性

转移。乡村要振兴，人才是

关键。近年来，随着脱贫攻

坚 深 入 推 进 尤 其 是 乡 村 振

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

人才陆续返乡，成为引领乡

村 发 展 的 带 头 人 。 进 入 新

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需 要 更 有 力 的 人 才 支

撑 。 如 何 吸 引 更 多“ 燕 归

巢 ”，为 乡 村 高 质 量 发 展 注

入强劲动能？

首先要搭好平台。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

等创业创新平台建设，加强人才服务站、专家服务基

地等服务平台建设，为返乡人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

申报、融资对接等服务，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在乡村

振兴的舞台中大显身手。浙江一些地方开展的乡贤

回归活动就值得借鉴，通过创设县乡两级乡贤工作

站，因地制宜建设乡贤之家、乡贤馆，组建乡贤参事

会，带动人才回归、项目回投、资金回流、信息回传，

很好发挥了乡贤在促进产业振兴、乡村善治、乡风文

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其次，要营造良好环境。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

凰。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加强生态建设，让乡村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能吸引更多人才返乡，

在畅享田园生活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建

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村生活便

利化水平，解决好返乡人才住房、上学、看病等生活

上的后顾之忧。改善发展条件，优化营商环境，让乡

村能干事、干得成事。提升宜居宜业水平，让乡村吸

引人、留住人。

最后，要强化政策保障。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

奖补等政策，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用地指标

注重支持返乡人员发展新产业新业态，解决好返乡人

员在项目落地、资金筹措等方面的难题，帮助他们创业

创新，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带动一方乡邻共同富裕。

完善人才流动、鼓励返乡创业等政策体系，更多人才返

乡才更有底气。

广阔农村，大有可为。通过搭建平台、优化环境、

完善政策，吸引更多人才返乡，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农村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

让
更
多
人
才
返
乡
创
业

顾
仲
阳

不负春光好，田间春耕忙。走进河北永清县别古庄

镇大范庄村，不少葡萄种植户忙着进行枝条捆扎、修枝、

剪枝。“俺这葡萄品质好，去年收入近 5 万元。今年收入

还 能 涨 一 截 ！”村 民 孔 凡 悦 在 自 家 的 4 亩 果 园 里 边 忙 活

边说。

说起村里的葡萄产业，不少村民都夸赞带头人村党支

部书记王恭伯。“村民种葡萄有 30 多年历史，可一直小打小

闹，发展缓慢。”从部队退伍的王恭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了带领村民致富，王恭伯用 3 年时间扎根葡萄园，琢磨技

术、改良品种、补齐短板，“大家抱团干，村里建起 1 万多米

地下防渗管道，葡萄园浇水不愁了。技术升级，订单销售，

销路不愁了。现在全村有 340 户人家种葡萄，总面积 1500
多亩，成了村民致富支柱产业。”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近年来，永清县加大退役军人

的培养和选拔力度，拓宽他们干事创业渠道，为乡村振兴提

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经过选拔、考察等程序，让退役军人参

与村“两委”工作，表现优秀的吸纳到村“两委”班子。目前，

全县已有 50 名农村退役军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3 名农

村退役军人担任村两委委员，他们成为活跃在农村一线、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带头人。

河北永清发挥退役军人作用

村民致富有了更多带头人

常 钦 孟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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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耕 莫 迟 延 。 保 障 全 年 粮 食 丰 收 ，必

须 打 好 春 耕 生 产 第 一 仗 。 眼 下 ，如 火

如 荼 的 春 季 农 业 生 产 正 由 南 向 北 渐

次 展 开 。 今 年 春 耕 生 产 有 啥 新 特

点 ？ 生 产 经 营 有 啥 新 模 式 ？ 农 民 种

地 有 啥 新 追 求 ？ 田 间 地 头 用 上 哪 些

新 技 术 ？ 本 报 记 者 深 入 多 个 主 产 区 ，

观 察 今 年 春 耕 生 产 新 形 势 。

春 日 里 的 河 南 扶 沟 县 ，处 处 是 繁 忙 景

象。走进曹里乡西吴村，巨型蔬菜棚一望无

际，似白色的海洋，不少菜农在大棚里忙着采

摘鲜菜供应市场。

“每个棚占地 10 亩左右，一年种植两茬，

净收入 20 多万元。”西吴村党支部书记齐俊华

说，村里探索出来的“大集群+小农户+适度

规模经营”的发展模式，有效破解面积大收益

小、有品质没品牌等问题，为蔬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新模式提质增效

“新模式其实是总结经验教训得来的。”曹

里乡党委副书记王三伟坦言，前几年，一些企

业、个人看到种菜挣钱，纷纷投资建设蔬菜产

业园，片面追求扩大种植面积。结果，田间管

理上不去，蔬菜品质差，销售遇到很大难题。

作为传统的“菜乡”，扶沟通过总结几十

年蔬菜产业发展经验，根据菜农意愿，确定蔬

菜产业的新模式：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土地流

转，划出蔬菜种植区，集中建造新型蔬菜棚，

菜农负责承包管理各自的大棚。在村里或者

种植园区成立合作社，采取统一供苗、供肥、

技术培训、管理、收购的“五统一”方式解决菜

农种菜的后顾之忧。

西吴村脱贫户齐兵卫是蔬菜产业发展的

受益者。在政策引导下，他加入村里蔬菜合

作社，2018 年利用 3 万元扶贫贷款，租种一个

大棚，当年收入 6 万多元。2019 年，齐兵卫的

收益翻了一番，实现稳定脱贫。

如今扶沟县的蔬菜合作社有 118 家，蔬菜

播种面积 52 万亩，产值 46.8 亿元。蔬菜产业

收入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7%，带动脱

贫户 6100 多户。

“新模式既有利于新技术的集中推广应

用，实现规模效益，也有助于保证菜农稳定收

益，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王三伟说。

步入河南绿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蔬菜基地

的育种大棚，100 多个正在培育的韭菜品种，青

翠欲滴。只见一种韭菜很特别，根茎有钢笔管

那么粗，叶子宽 10 多厘米。“这就是‘太空韭仙

子’，是太空育种优选后培育出来的。”公司董事

长刘顺德说，每亩一茬能割一万来斤，价格比普

通韭菜贵好几倍，一公斤种子卖到 3800多元。

好品牌市场俏销

“大货车排着队等在地头拉货，黄瓜不愁

卖，咋不能多种一茬？”

“不歇茬晒晒地、通通风，长出来黄瓜品

质差、不好吃。”柴岗乡梅桥村党支部书记梅

根清经常这么回答菜农们的疑问。

产业刚起步时，梅根清带着乡亲们种黄

瓜。“菜下来，没地方卖，只能买两辆农用三轮

车拉着黄瓜到信阳、郑州地摊上售卖。”梅根

清说，靠着质量好，“扶沟黄瓜”慢慢打响了

品牌。每到收获旺季，大货车就在地头排起

长队，客商点名要“扶沟黄瓜”。

为了进一步擦亮品牌，扶沟严格执行蔬

菜生产准入制度，对全县各蔬菜生产基地和

规划用地的土壤质量、地下水质量、地表水

质量、空气质量等逐项进行检测，对达不到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的，不准其发展蔬

菜 生 产 ；实 行 无 公 害 蔬 菜 生 产 责 任 追 溯 制

度，对施肥、用药及生产过程实行安全监控，

对 达 不 到 无 公 害 标 准 的 蔬 菜 ，禁 止 上 市

销售。

在汴岗镇于营村“遍地红”辣椒专业合作

社产业基地内，于成义难掩收获的喜悦。老

于曾经是贫困户，靠着种植“天御红”辣椒走

上了致富路。“扶沟辣椒通过地理标志认证，

俺们的‘天御红’品牌响了，销路不愁。”合作

社负责人于海军介绍，扶沟县辣椒年产量达

10 万吨，产值达 15 亿元。

畅销的不只是辣椒，现在扶沟县有国家

级无公害生产基地 5 个，省级无公害生产基地

14 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产地 13 万亩，拥有

36 个无公害蔬菜商标，越来越多的扶沟蔬菜

摆上了城里超市货架。

河南扶沟县因地制宜破解产业发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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