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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只要找对路，搞农业大有前途。”说这话

的 邱 杰 波 ，是 浙 江 省 慈 溪 市 横 河 镇 秦 堰 村 的

一 名 85 后 。 大 学 机 械 工 程 专 业 毕 业 的 他 ，

2010 年回到村里，注册家庭农场，种植小麦、

水稻等粮食作物，如今已跟庄稼打了 10 多年

交道。

邱杰波赶上了好政策。市里对 35 岁以下

大学生返乡创业，每年给予 2 万至 3 万元的扶持

资金。他把这笔钱全花到了农机上。扶持资金

再加上贷款，他的家庭农场里，播种机、收割机、

烘干机、碾米机、大米色选机等一应俱全，凭借

专业优势，农场实现了从产前到产后机械化作

业一条龙。邱杰波坦言：“现在村里不少年轻人

都已外出务工，种地还得靠机械、靠科技。”

农机不断升级，促进农业提质增效。2020
年 6 月，邱杰波购买了全慈溪市第一台无人驾

驶插秧机，依托北斗定位系统和物联网技术，为

传统插秧机“智能升级”。邱杰波感慨：“智能农

机能自行规划最优线路，完成自动插秧、智能避

障、掉头转弯等作业，方便极了！”

在慈溪，晚稻每年 11 月初开始收获，这也

是邱杰波最忙碌的日子——白天接待游学团

队，带同学们体验割稻、打米、烘干，晚上抓紧加

工稻谷、包装成品米。

“ 去 年 我 种 了 200 多 亩 水 稻 ，全 是‘ 嘉 禾

218’优质粳稻，亩产上千斤，一半卖给粮库，每

斤 1.5 元左右。剩下的加工后卖到商场。”邱杰

波说起种粮经很自豪。这些年他注册了商标，

走起品牌路线，“我们的大米每斤能卖 3.5 至 4
元，谷壳作为饲料提供给养殖户，一斤 7 毛钱，

一年毛利润能到 10 多万元。”

从种植到托管、再到加工销售，还有稻田游

学，邱杰波尝到了拉长粮食产业链的甜头。

横河镇是慈溪市重点产粮区。前两年，镇

里成立了金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年

轻的邱杰波被选为联合社负责人。“联合社这头

有农机，农户那头有需求，两头一拍即合。”邱杰

波说，通过资源整合、抱团发展，联合社推动了

“机械翻耕、直播、统防统治、收割、烘干、初加

工”六位一体机械化服务，让更多的种粮农民融

入现代农业产业链。

今年有啥打算？邱杰波信心十足地说：“肯

定还要再扩大种粮面积。前几天，农场已经新

签了 300 亩地的流转合同。接下来，还要做强

稻米加工，开展好社会化服务，让更多农户通过

机械化种粮迎丰收。”

种粮农民邱杰波

拉长链条效益高
本报记者 郁静娴

青 山 叠 叠 ，一 垄 垄 茶 树 犹 如 条 条 绿 带 盘

绕。张康深吸一口气，清爽空气伴着茶香沁入

心脾，“好生态一定能长出好产品。”

发展生态茶园，张康为这件事忙活了大半

年。2021 年 5 月，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统计局工作的他，把办公室“搬”到深山里，

成了鹤峰县东洲村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长。

接过“接力棒”，他向前任队长“取经”，之后马不

停蹄开座谈会、找村民拉家常。

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成了张康的

心 头 大 事 。 翻 开 村 里 的 账 本 ：2018 年 全 村 脱

贫，通了水泥路、自来水；2020 年农民人均纯收

入 1.2 万多元……“这是一任任驻村工作队努力

的成果，我们不仅要巩固好脱贫成果，还要再上

新台阶。”张康深感肩上担子不轻。

产业“筋骨”强起来。以前，村里人几乎家

家 种 茶 ，可 这 些 年 市 场 变 化 快 ，村 民 跟 不 上

趟。“只要找准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茶叶一

定能卖上好价钱。”张康盘算着，村里山清水

秀，这是最大的优势，走绿色发展的路子，保准

错不了。

新技术如何推广？村民接不接受？摆在

眼前的挑战不少。张康和工作队队员们在村

里开了动员会、找种植大户示范、帮村民抠细

账……“我们和茶厂对接，品质好的，高于市场

价收购。”一趟趟工作做下来，大家伙儿的底气

足了。

“用上了有机肥，产量增了，茶叶质量也好

了，每亩能多挣 500 元。”茶农佘坤明感慨。一

户户茶农签订绿色生产承诺书，一座座茶园升

级成生态茶园。年底算账，每斤鲜茶价格高了

5 毛 钱 ，预 计 茶 产 业 一 年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350
万元。

靠着好山好水，村里的发展潜力不小。田

间连车间，茶园变公园，让一二三产融起来，是

驻村工作队的新探索。张康打开一张规划图，

22 个项目建设点密密麻麻标注着，“等林果采

摘园、教育研学基地等基础设施建好了，种加销

游环节就能打通，‘一季收’变成‘季季收’。”张

康说。

瞄准村民急难愁盼事，下足绣花功夫。“家

里的水龙头不出水”，2021 年 10 月，有村民遇到

吃水问题。“连日干旱，村里水源不足。”张康和

村干部排查问题，开辟水源，铺设水管，17 户村

民很快喝上自来水。

“管好水，才能长久受益。”驻村工作队组织

村民成立饮水协会，19 座水池、25 口水窖都有

专人负责，不少受益农户、党员代表积极参与到

日常巡护中。

乡 村 振 兴 的 前 提 是 巩 固 脱 贫 攻 坚 成

果。“我们把村里的事一件件干好，确保帮扶

不断档，带领乡亲们向着产业旺、乡村美、农

民 富 的 目 标 大 步 迈 进 。”张 康 道 出 自 己 的 新

年愿望。

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康

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本报记者 王 浩 李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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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种 ，夏 耘 ，秋

收，冬藏，时间在奔忙

中 飞 逝 ，我 们 告 别

2021年，走进 2022年。

过 去 一 年 ，广 袤

的乡村大地上，书写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新 篇

章。稳固的“三农”基

本盘，对应变局、开新

局、稳大局发挥了重

要作用。

这 一 年 ，我 们 克

服复杂严峻的发展环

境、散发多发的局部

疫情、极为异常的极

端天气等困难挑战，

农业生产稳中有进，

粮食总产达到 1.3 万

亿斤以上，重要农产

品供给充裕。

这 一 年 ，我 们 历

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

题，中华大地上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乘势

而上、接续奋斗，脱贫

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

拓展，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这一年，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康。农

民收入实现恢复性快速增长，急难愁盼的民生

实事扎实推进，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亮丽的“三农”成绩单背后，离不开党中央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有力支撑，离不开“三农”

工作者和农民朋友的付出和奋斗。正是因为他

们挥洒汗水，农业生产季季接续、茬茬压紧，我

们才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正是因为他们

以热血赴使命，在乡村振兴舞台大显身手，希望

的田野才一片欣欣向荣。正是因为他们奋力奔

跑，撸起袖子加油干，乡亲们的生活才芝麻开花

节节高。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2022 年是实施“十

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

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和不确定。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三

农”。要清醒看到，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

保供挑战不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还

很艰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

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依然在农村。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

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肩负新使命，奋斗新征程，要以更硬的措

施、更强的执行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对“三农”工

作的决策部署。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严格落

实，真正见效，粮食面积要保持稳定，耕地保护

要实至名归，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要落实

到位，确保农副产品供给安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在促进脱贫地区加快发展和

脱贫群众稳定增收上下更大的功夫。采取更有

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开创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新局面，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在现代化进程

中不掉队、赶上来。

从摆脱贫困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新征程上，

让我们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用奋斗的激情书写

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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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朝霞，在中建二局雄安新区的一处建

筑工地，李蕊开始新一天工作：戴好手套，扣紧

安全带、防坠绳，不到 5 分钟，从地面娴熟地爬上

50 米高的驾驶室。作为塔吊女司机，这个不足 5
平方米的“方格子”是李蕊的大舞台——放钩、

升降、码放……一连串动作干净利落，钢筋、水

泥、脚手架管等建材被精准放到指定位置。

“眼尖、手准、心细，吃手艺饭，心里踏实！”

李蕊精神干练，很难将这双纤纤细手与巨大的

塔式起重机吊臂联系到一起。

2021 年 3 月，李蕊告别老家贵州毕节，来到

雄安新区务工，“扣除日常花费，不到一年，存下

7 万多块钱。”算起收入账，李蕊笑声爽朗。

塔吊司机这份工作干起来并不容易。李蕊

坦言：“最开始攀上爬下，两腿发软、手心冒汗，

每天完成 80 到 100 吊的工作量，这都需要过硬

心理素质和精湛操作技巧。”上塔前认真调试，

下塔后保养设备，李蕊凭着一股子好学劲儿，积

极参加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每天练习 8 个多

小时，顺利考取操作资格证，持证上了岗。

一 技 在 手 ，月 收 入“ 水 涨 船 高 ”，涨 到 了

9000 多元。李蕊告诉记者，现在工地为农民工

工资发放建起“专款专户”机制。“每月工资按时

打到个人卡里，及时便捷。我按月给老家亲人

打钱，成就感满满。这不，又给孩子买了个电话

手表，直接能视频通话，可方便了！”

除 了 收 入 ，李 蕊 也 为 工 地 的 居 住 条 件 点

赞。“冬天随时都能洗上热水澡。”她说，建筑工

地对于农民工的保障越来越好，每间宿舍里都

配备了空调，提供 24 小时热水，食堂饭菜可口，

价格不贵，“以前担心的各种问题都解决了，一

下子踏实了。”

现在建筑行业对于技术型工种需求越来越

多，说起自己的职业规划，李蕊掏出一份“学习

投资计划”：她每个月从工资里取出一部分，买

学习资料和报考职业证书，“艺多不压身，我打

算再考个挖掘机证书。”

过去一年，雄安新区建设日新月异，一幢幢

楼房不断刷新“高度”。李蕊既是高空中的“靓

丽舞者”，也是雄安新区拔节生长的见证者。

“瞧，这是我从高空拍的大楼，漂亮吧……”从挖

地基到建高楼，从和泥水到栽绿植，手机里的一

张张照片是李蕊和这座新城共同的成长日志。

“我的新年愿望是带孩子来工地看看，将这

份与城市一起成长的幸福讲给他听。”李蕊言语

中充满了自豪。

外出务工人员李蕊

一技在手收入稳
本报记者 常 钦

核心阅读

刚刚过去的 2021年，从年头到年尾，广大农民辛勤耕耘，辛劳
付出，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这一年，消除绝对贫困，山乡巨变、
山河锦绣；建成全面小康，物阜民丰、岁月静好；粮食再获丰收，仓
廪殷实，根基稳固。

回首来路，收获满满；展望前方，未来可期。今年将召开党的
二十大，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这个基本盘，对于保持平稳
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新征程新使命，“三农”发展再启新篇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希望的
田野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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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湖南省双峰县发展灯笼制作加工产业，带

动农民增收。近日，金开街道桑园社区的就业扶贫

车间里，员工在赶制红灯笼。

乃继辉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三闸镇三闸村的

玉米晾晒场上，大型脱粒机进行玉米脱粒作业。

杨永伟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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