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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是关键时期，要注意控制水

量，保证农作物的生长。”记者在辽宁省盘

山县太平镇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见到

郭凯时，他正忙碌着。郭凯经营着附近 4
个村 12600 亩稻田，他说：“全年都不能松

懈，但插秧前是最吃劲的时候。选种、育

苗、购置机具，一系列准备工作要做好，还

要订肥、安排人工……”

带着热情返乡，为种田
带来更多科技含量

郭凯是个“70 后”，从小就与土地有着

深厚的感情。“国家刚开始鼓励办合作社

时，我就加入了合作社，后来还卖过拖拉

机、耙地机。”郭凯说，2009 年，他开始接手

合作社。

起初，郭凯走了不少弯路。种子没选

好、育苗缺步骤、插秧插太密……任何一个

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收成。“但我有韧劲，

一点点摸索。”郭凯说。为了保证大米质

量，他每年都要将种子样本送去检测，提高

育种水平；插秧环节实现全流程机械化，保

持标准距离，保障秧苗通风。

“农业经理人，是带动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的重要力量。”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蔡健介绍，农业经理人

大多来自种养能手、农机农技人员、专业合

作社或家庭农场负责人等，他们对国家政

策和农业技术都十分了解，在统筹资源、激

活市场、带动致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人社部分析报告显示，未来 5 年，我国

对 农 业 经 理 人 的 需 求 总 量 达 150 万 人

左右。

挥动锄头刨开表层土，取土钻沿着刻

度深入土壤，封袋标注……在重庆市长寿

区双龙镇天堂村的果园里，陈洪正忙着采

集土壤样本。从种到收，从病虫害防治到

畅通农产品销路，陈洪掌握了这些新技术，

也拓展了新思路。

回到实验室，换上白大褂，陈洪专注地

盯着取样的土壤。“等检测结果出来，就能

施肥了。”一旁的桌上，摆放着一摞笔记本，

记录内容包括技术推广、农业风险防控、信

息收集和金融政策支持等。

陈洪是土生土长的村里娃，两年前，长

寿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推荐他去参加农业经

理人培训，让他大开眼界。“没想到，农活还

能这么干！”带着学习回来的知识，陈洪打

算到乡村大显身手。

“放着城里的高薪工作不干，却要回农

村？”一开始，家里人不理解，这个农村的

“经理”能有啥前途？“农业需要科学指导和

专业规划，农业经理人可发挥的空间大着

呢！”陈洪给家里人解释。

用好专业技能，把产业
经营搞得红红火火

刚到村里，陈洪遇到了不少难题。村

里的老农们不认可这个年轻娃娃：“我们种

了 几 十 年 的 地 ，还 用 得 着 一 个 毛 孩 子 来

教？”陈洪没吭声，每天天不亮就背着包扎

进柑橘林里，一直忙到晚上 10 点才收工

回家。

“这树是不是染上了‘沙皮病’？”一次，

在一个老乡的果园里，陈洪发现有棵柑橘

树不太对劲。“小陈，你还懂这个？我们都

没招，你能想想办法吗？”看到一旁的果农

面露焦虑，陈洪回到实验室，开始琢磨“药

方”。在他的精心管护下，十多个果园的病

虫害均得到了有效控制。渐渐地，陈洪的

脸晒黑了，老乡们却为这个年轻人竖起了

大拇指。“累是肯定的，但农业经理人就是

田间‘大管家’，把种地当成一个大事业来

做，越干心里越踏实。”陈洪笑着说。

“农业经理人既要懂农业产业特点和

生产技术，还要懂管理和经营。”沈阳农业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吴东立认为，农业

经理人是基于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和新技术

应用的大背景而产生的，随着互联网和农

业技术升级迭代，农业经理人需要具备创

新思维，以发展的眼光引领农业生产。

“今年，我们又买了 10 台新款的东方

红拖拉机，村民们看到新设备，更有干劲

了。”郭凯说，这几年建了不少高标准农田，

为机械化种田打下了基础，大型机具使用

起来更方便了，种田的效率大幅提高。“通

过合作社输出统一的技术和管理，保障育

苗、种植、施肥各个环节，也保证了产量。”

加强技术培训，让乡村
涌现更多种田能手

前一阵，在位于江苏无锡阳山东面的

示范园里，桃树的枝丫上挂满了硕大的桃

子。无锡惠山区建勤家庭农场的孙建勤，

正站在升降平台上，进行剪枝和梳果，周边

聚拢着前来学习的桃农。孙建勤耐心讲

解：“减少主枝，树体便于接受阳光，间距增

大还能实现全程机械化管理……”

孙建勤明白，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农业

经理人，就得不断学习新知识。2019 年 5
月，正在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专班深

造的孙建勤，报名参加了“农业经理人”培

训班，学习了经管、营销、财务、政策法规等

不同领域的知识。

“孙大哥，我的阳山桃，又圆又甜，为什

么还是卖不出好价格？”总有村民会这样问

孙建勤，老孙自己也想不明白。经管课上，

老师一句话说出了关键：“桃子成熟季节相

对集中，同质化竞争激烈，桃子好也难卖出

好价钱。”

孙建勤马上有了思路：“只有进行品牌

化包装，讲出独特的故事，才能让更多人知

道。”孙建勤带着团队，经过搜集整理，很好

地讲述了“状元桃”的品牌故事。

老孙的农业经营故事不是个例。西南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金绍荣说，当下，

各地越来越重视农村经理人培训，涵盖面

广、形式多样，但是仍存在“片面化、碎片

化、形式化”等问题。要构建产乡教融合的

师 资 队 伍 ，提 升 人 才 培 育 的 系 统 性 和 针

对性。

陈洪从事农业经理人的底气，不仅来

源于扎实的培训课程。重庆市科技局的科

技特派员制度，为农业经理人提供了多重

政策支持：针对农业经理人的科技需求，为

他们提供了现场科技指导、实用技术培训、

电话咨询与网络会诊等服务；市人力社保

局出台了社保补贴政策，明确农业经理人

等高素质农民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办法……

让陈洪欣慰的是，农业经理人这一职

业也渐渐被更多人认可。如今，他还组建

了自己的团队，17 名大学生跟着他，专门

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农户提供全方位

指导。“更多年轻人投入乡村建设，未来可

期！”陈洪语气坚定地说。

未来5年，需求总量达150万人左右——

农业经理人 村里的新能人
本报记者 胡静怡 刘新吾 常碧罗 姚雪青

2019 年 ，多 部 门 发 布 13 个 新 职 业 信

息，农业经理人进入大众视野。在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中，农业经

理人在生产组织、设备作业、技术支持、产

品加工与销售等环节提供管理服务，扮演

着沟通协调农业生产的重要角色。

农业经理人的出现，满足了农业现代

化的需要，也成为返乡创业人才扎根田野、

建设乡村的推动力。与此同时，相关的行

业准入体系、职称评价体系、教育培训体系

也应不断完善；此外，在创业贷款、技术设

备等方面，也期待更多政策支持。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农业经理人

的推动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正

在不断提升效益，农业正朝着集约化、专

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对个人

而言，农业经理人作为新职业，也是农业

人才成长、职业发展的新着力点。相信职

业认同的提升，必将激发农业经理人干事

创业的活力。

提升职业认同 激发创业活力
刘涓溪

核心阅读

随着现代农业向集约
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
迈进，农业经理人应运而
生。他们有文化，带着专业
知识投入农村建设中，推动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懂
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和新技
术，指导农民科学种植；他
们善经营，挖掘农产品附加
值，延长产业链促农增收；
他们会管理，将现代公司管
理方法用在农业生产中，助
力现代农业发展。

■编辑手记R

两优一先典型

今年 59 岁的陈清琪对雨天又期盼又

担心。

期盼，是因为长期在户外工作，“下点

雨，凉快凉快多好啊！”担心，是因为“有雨

就要出紧急任务，哪有积水往哪赶。如果

是来台风，工作压力非常大！”

用自己的辛苦，换来
城市干净美丽

陈清琪是海南海口排水管道养护所第

三党支部书记、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

秀英养护队队长。这支全市排水所里任务

最重的队伍，负责 130 条路、19420 个窨井

盖，排水设施总长达 360 公里，却只有 20 多名工人。20 多年来，陈清琪和

工友们一起，每天同污泥过招，用自己的辛苦，换来城市的干净和美丽。

“咣，咣咣……”在秀英区向荣路，排水队作业现场，工人们身穿橘

黄色马甲，戴长手套，有的抡铁锤，有的提着十字镐——先敲松雨箅子

再撬井盖，用三四米长的铁锹，铲出污泥。遇有施工废料或者树根、水

泥块，还要先锤碎再清除。

“我们比大多数上班族要早两个小时出门，为的是错开早高峰、避

开高温。”陈清琪介绍，这只是常规维护，真正的考验是雨季和台风。

面对紧急任务，带领工友勇敢向前

1999 年，陈清琪从部队转业到海口市排水管道养护所工作。2014
年 17 级超强台风“威马逊”来袭，让他经历了一场大考。从他手机里留

存的照片看，当时海面和路面积水几乎连成一片，目之所及，一片汪洋。

在这种情况下，陈清琪带着工友们掀开辖区积水路段全部 1400 多

个井盖，一次又一次清理树枝等杂物，保持井口畅通，同时指挥过路的

行人和车辆躲避危险。等到他们撤离的时候，狂风大作，暴雨肆虐，举

目四望，一个落脚的地方也找不到。

“风大雨大，电也停了，路边商铺饭店全都闭门谢客。”陈清琪蹚着

齐腰深的积水，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才看见一家茶餐厅里依稀有人，原

来餐厅负责人和员工被困，回不了家。经过一番沟通后，餐厅负责人答

应让工人们歇脚过夜。

陈清琪一边联系工友，一边又折回去，将困在 8 个积水点的 19 名工

人一一接回，安顿下来已是晚上 10 点半。此刻，大家已经连续作战两

三天，又困又累又饿，没有床，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但是老陈休息不了，一晚上电话响个不停。凌晨 4 点又接到紧急

任务，他狠下心来唤醒队员，又苦战五六个小时，终于完成了抢险任务。

这时，他嗓子哑了，浑身出虚汗，发起烧来，工友们的泪水和着汗水

流了下来，“陈队，你一定要坚持住啊！”连续多天的高强度作战，让老陈

处在食道癌术后恢复期的身体亮起“红灯”。他不顾领导和工友们的劝

阻，撂下一句话就上了一线——“台风来了，临阵退缩就是逃兵！”

热爱排水工作，尽心尽力无怨无悔

陈清琪是个孝子，当年从部队转业时，母亲想让他回来，于是他放

弃了留北京的机会，回到了海口；父亲说，由兵到民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想适应得快，就得下基层。他就一头扎进排水所，跟工人们打成一片。

起初，有人觉得他是来“镀金”的。父亲是离休干部，母亲在省属企

业工作，老陈本可以有更多选择。

但他就喜欢在基层干事，一干就是 20 多年。“我热爱排水工作，我

觉得自己找到了适合的工作。地下管道是城市的血管，一个月不清理，

就会堵塞！”

陈清琪手术后每天要吃很多药，但他依然奔波在一线。“养护队的

每个人都在奉献，为了让城市变得美丽，每个人都尽心尽力工作，我不

能落后。”陈清琪说，下雨之后污水从管道泛上来，别人不敢蹚，他们却

需要一直泡在水里。长年累月，大多数队员的脚都留下了伤病。

当选省人大代表后，陈清琪不断呼吁相关部门落实国家政策，为工

友们争取特殊工种补助。“虽然一天只有 7块钱，也算是一点激励。”

最近，养护队队员们的工资都有不小的提升。虽然工资还不算高，

但队员们都很满足。近几年，这个无私奉献的团队先后被省、市总工会

评为工人先锋号，陈清琪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上图：陈清琪在清理污泥。 本报记者 周亚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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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 9月 6日电 （记者龚仕建）走进陕西佳县坑镇赤牛坬村，

一眼望去，枣林层叠，绿树掩映，风景秀美。“这些年村里的变化很大，我

们的干劲也越来越足。”赤牛坬村党支部书记高根强说。

近年来，赤牛坬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陕北民俗文化+特色农

业+乡村旅游”发展思路，挖掘黄土高原农耕文化资源，探索开展相关

农俗文化活动，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村民收入，走出了致富路。

据统计，2019 年赤牛坬村接待游客 30 多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1.8
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近 600 万元。

据了解，佳县县委组织部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开展基层党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产业发展等“五面红旗村”创建评选工作，切实

提升村干部岗位吸引力。在 2021 年村“两委”换届当中，累计吸引外

出务工经商人员和大学毕业生返乡任职 460 人，占比 23.7%。

为了让能人留得住、用得好，佳县还专门针对产业发展制定出台奖

励措施。“长效机制的建立，使村干部的观念发生了从‘要我干’到‘我要

干’的转变，鼓足了精气神。”佳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申斌斌介绍。

陕西佳县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引领

鼓足精气神 走好致富路

■一线调查
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
R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前南峪村地处太行山区，过去到处是荒山秃岭，经过近 60 年持续不断治理，当地 8300 亩山场共植树 318 万

株，其中各类果树 32.6 万余株，林木覆盖率达 90.7%。如今，当地每年接待游客 60 万人次。2020 年该村林果和旅游收入共 1.34 亿元，全

村人均年收入近 2 万元。图为前南峪村风光。 本报记者 张志锋摄

本 报 北 京 9 月 6 日 电

（记者欧阳洁）银保监会与最

高人民法院在已有的线下诉

讼与调解相衔接机制基础上，

合作开发了银行业保险业纠

纷在线诉调对接系统（简称在

线诉调对接系统），并于近日

正式上线运行。

据介绍，在线诉调对接系

统 集 合 了 法 院 的 审 判 调 解 资

源 和 银 行 业 保 险 业 纠 纷 化 解

资源，具备在线音视频调解、

在线出具调解书、在线进行司

法确认等多项功能，并与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

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互联互

通 ，实 现 了 调 解 数 据 网 上

流转。

据介绍，通过在线诉调对

接系统，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按

照 有 关 规 定 将 银 行 业 保 险 业

纠 纷 案 件 在 线 发 送 至 银 行 业

保 险 业 纠 纷 调 解 组 织 开 展 调

解，行业调解组织可以在线分

配 案 件 、跟 踪 调 解 进 度 、统 计

调解数据，调解员可以在线组织各方音视

频调解，银行保险消费者则可以在线参加

调解、在线确认调解协议，在线解决与银行

保险机构的争议纠纷。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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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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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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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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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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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孙建勤在果园劳作。 资料照片

图②：郭凯在田间察看农作物。

刘 刚摄

图③：陈洪在检查土壤样品。 刘强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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