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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要强

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人才

队伍，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

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本版采访了几位乡村人才，他们是创

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者，是发展乡

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先行者，是应用新技术

新装备的引领者，他们活跃在农业生产经

营一线，书写着各自精彩的人生故事。

——编 者

种粮大户陈龙——

靠科技种田，几百亩地

管起来轻轻松松

早晨 5 点开始学习，6 点半安排人手下地干

活，白天随时抽空回答农户提问，晚上还要上网

课、复习考试……这是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归

昌乡种粮大户陈龙一天的安排，40 多岁的他时

常感慨：“一天 24 小时，不太够用啊！”

流 转 经 营 230 亩 地 ，托 管 服 务 2000 亩 地 ，

育秧、插秧、打药、飞防，陈龙一年到头在地里

忙 活 。 但 他 却 认 为 如 今 种 地 是 件 轻 松 的 事 。

“以前无论是田间划锄、灭虫，还是浇水，全都

要亲自上阵，现在这些工作机器都能干，靠科

技 种 田 ，几 百 亩 地 管 起 来 轻 轻 松 松 。 我 可 以

腾 出 更 多 精 力 放 在 掌 握 新 技 术 、新 经 营 方 式

和 技 术 推 广 上 ，带 动 更 多 乡 亲 跟 上 农 业 现 代

化的步伐。”

专 注 学 习 新 技 术 ，还 要 从 2014 年 陈 龙 参

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说起。“培训真让我开了

眼 ，原 来 种 地 可 以 用 上 这 么 多 机 械 。”陈 龙 一

一细数，“就说打药吧，原来雇人得花不少钱，

进田里的人多还容易踩踏庄稼。用上无人机

打 药 ，比 人 工 省 水 、省 药 ，一 台 机 器 一 天 能 作

业 200 多 亩 ，相 当 于 八 九 个 人 干 的 量 ，效 率 高

了，成本降了。”

勇于尝试的陈龙，“毕业”回家注册了农大

家庭农场，成为县里第一个用上无人机打药的

农民。

“参加培训后，明白了一个道理，种地也要

与时俱进。”陈龙积极拥抱智慧农业。2015 年开

始，他又在自家农场开辟了一块试验田，引进可

视化大田监控系统，用上智能灌溉设备。“大田

里有了物联网，现在点点手机就能远程控制浇

水，方便极了。”陈龙说。

科技种田，陈龙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近

几年，只要能报上名的培训，他几乎场场不落，

学习科技和经营管理，向更优秀的职业农民请

教。去年底，陈龙被青岛农业大学成人教育植

保专业录取函授学习，他给记者看自己的网课

页面，除了种地用得上的《普通昆虫学》《土壤肥

料学》，他还选修了《大学英语》《中国近代史纲

要》等课程。每晚收工后，陈龙便对着电脑学习

充电，“种了这么多年地，我越来越相信，农民没

知识可不行。”

如今，陈龙成了临沂市农民培训讲师团成

员。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大部分是十里八乡的

粮农，发的动态里一条条也全是种粮经验：“高

温高湿，得少撒点氮肥，不然烧苗”“机械插秧后

要抓紧除草，不能错过最佳除草时间”。

乡亲们平时在地里遇到问题，就在微信里

向陈龙咨询，“什么时候可以揭膜”“什么时候田

里该打药”……只要得空，他都会及时回复。

“ 当 前 ，我 国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到

61%，种粮大户的农业科技应用整体水平不断提

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

心教授张琦表示，“一大批种粮大户借助现代科

技优势，打造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实现精准化生

产和全过程管理，为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守护

好大国粮仓发挥重要作用。”

电商达人栾波——

销路品质两手抓，让好

产品飞出深山

“我们的苕粉，既可以下火锅、烧汤，还可以

做烧烤，看看这宽粉多弹，快来下单吧……”看

到下单量噌噌往上涨，栾波笑得合不拢嘴，这么

久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栾波是重庆市武隆区栾氏食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他和苕粉的缘分还要从 8 年前说起。

本来开货车的他，回乡做起了苕粉加工生意。

在武隆的不少乡镇，每到农闲，家家户户都忙

着做苕粉，但大多是手工制作。“手工制粉，效

率低。”敢于“吃螃蟹”的栾波一直想着用机器

提高效率。

正当他为缺资金、缺技术发愁，好政策来

了。2016 年，武隆鼓励家庭农场发展农产品加

工，栾波拿着 10 万元补贴，置办了干锅炉和烘干

机，开始了机械化生产苕粉的新尝试。效率高

了，收益明显见长。想要扩大再生产的栾波，又

从当地农行申请了助农贷款，一下子补齐了全套

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自动生产，苕粉品质也提

高了。

产 得 出 ，还 得 卖 得 好 。 栾 波 四 处 奔 走 找

订单，苕粉卖进大城市的商超后，又开始琢磨

能 不 能 搭 上 电 商 销 售 的 快 车 。 去 年 底 ，在 专

业人士帮助下，他的网店上线了，但销售状况

不 太 好 。“ 不 了 解 网 店 的 门 道 ，但 有 市 商 务 局

组 织 的 各 种 活 动 ，让 我 获 得 了 不 少 信 息 。”今

年 4 月 ，栾 波 的 店 铺 迎 来 销 售 额 的 爆 发 式 增

长，如今月销售额突破百万，还在以每月 10%
的速度增长。

销 售 火 爆 的 背 后 ，得 益 于 号 准 了 市 场 的

“脉搏”。栾波体会：“现在网上产品琳琅满目，

面对广大消费者，想要提升竞争力，就不能再

像原来那样，苕粉下了生产线，简单包装一下

就 运 往 餐 饮 公 司 。”紧 急 联 系 包 装 公 司 、设 计

师，扩建生产线，开发适合零售的产品，小小一

包红薯宽粉被开发出各种吃法，栾波说，“我们

先做火锅粉，然后做烧烤粉，把烧烤蘸料也给

配好，还有干拌粉，稍微热一下就可以吃，完全

瞄准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跟口味，销路一下

打开了。”

尝到电商甜头的栾波，也没忘记周边的乡

亲。如今在他的网店里，不光卖自家苕粉，还把

乡亲们的玉米、土豆、鸡蛋收购来，统一包装后

卖出去，“生鲜产品的包装需要特别仔细，玉米

得用泡沫箱，还要加冰袋，面条得用保鲜袋缠起

来，避免进虫子，还有防震袋、中转箱等，我们如

今服务的农户大大小小有数百户。”

最近，栾波刚接到重庆市乡村振兴局的邀

请，参加 2022 年鲁渝消费协作农村电商带头人

培训班。他很珍惜这次机会，“可得好好学，给

自己的网店销售再加一把‘火’。”

“我国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

比存在差距，重要原因就是核心技术和高级人

才短缺。”张琦表示，“未来应当鼓励农产品精深

加工，重视农业品牌化发展，通过创新驱动，培

育一批懂品牌、有信誉、经营理念现代化的农村

经营型人才。”

产业带头人黄勇锋——

依托产业一线培育，田

间地头长出“土专家”

这两天，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大隆镇福

隆村，坚果加工厂正在加紧建设。“过几天就可以

建好，到时候能向种植户收购更多坚果。”岑溪市

绿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勇锋说。

黄勇锋是福隆村人，也是当地的坚果种植大

户。“种坚果不容易，大部分品种产果率低，收益

难保证，我就是想尝试怎么能培育出好品种。”

2008 年，黄勇锋带着一腔热忱，种了 1000 多株

“桂热 1号”和其他坚果新品种。

干一行，钻一行。黄勇锋开始种植坚果后，

只要有不懂的地方，就打电话向各科研机构的

专家请教。3 年后，果树开始产果，然而存活下

来的不到 200 株，这可愁坏了黄勇锋。“多亏专家

提供技术指导，怎么种植管理，怎么保果、育苗，

果园才渐渐走上正轨。”他坦言。

种坚果时间长了，渐渐了解了果树特性，掌握

了改良、嫁接技术，黄勇锋的果园效益慢慢好起

来。可就在 2013年，他又遭遇了客户退苗，果子上

长了黑斑，出现坏果。这种情况就连专家也没遇到

过。为了找出“病因”，黄勇锋连续几个月蹲守在树

旁，观察有无害虫出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

到病因，开展针对性防治，解决了坏果的难题。

正是凭着这种严谨、务实的精神，黄勇锋和

团队一点点积累坚果种植的技术、经验。而今，

黄勇锋的坚果园每年产果 40 万斤，产值 270 万

元，在广西、广东等地发展了 4 个育苗基地，年出

圃坚果苗量达 200 万株，还先后将 9 项国家发明

专利收入囊中。

2019年，黄勇锋被国家林草局聘为乡土专家，

如今他经常到福隆村及周边的坚果园场进行现场

技术指导，帮农户把关种苗质量、品种纯度，还统一

收购，解决了坚果种植户“果树不结果、产品无人

收、市场价格低”等问题，带动种植户增产增收。

“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各地围绕特

色产业构建农业科技人才“蓄水池”。张琦表示，

“青年科技人才投身乡村，成为农业科技的‘传播

者’和创新创业的‘领头羊’，有利于推进科技与产

业深度融合，通过人才背后的科研机构、高校或企

业的力量共同投入农村发展，形成功能互补、良性

互动、协同开放的全产业链创新格局。”

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显身手
本报记者 李晓晴

正值“三夏”大忙，

安徽省蒙城县小涧镇小

涧社区，机播的玉米苗

身挺拔，植保无人机一

键升空，实施飞防作业，

种植大户蔡丽感慨：“建

行裕农通帮助俺购置农

机，种田用上了高科技，

省钱还省力。”

近年来，中国建设

银 行 主 动 担 当 作 为 ，

2019 年 设 立 乡 村 振 兴

金 融 机 构 ，以 新 技 术 、

新 方 法 让 优 质 服 务 下

沉 到 乡 村 。 截 至 今 年

5 月 末 ，建 行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2.7 万 亿 元 ，较 年

初 新 增 2594 亿 元 ，增

速 10.61%；普惠型涉农

贷 款 余 额 3382 亿 元 ，

较 年 初 新 增 428 亿 元 ，

增速 14.49%。

创 新 机
制，为产业发
展 提 供 资 金
支撑

金融暖风，吹进了

千家万户。

“七叔，今年养鹅有

什么资金困难？去年狮

头鹅销售情况怎么样？”

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龙

源坝镇“七叔生态农业

园”种养基地，建行全南

支行工作人员廖若与种

养大户肖华东拉起家常。

“今年，农场扩大养

鹅规模，资金出现了周

转困难，我正发愁，建行

上门服务，给我授信贷

款，送来了‘及时雨’。”

肖华东说。建行授信贷

款 20 多万元，解了他的

燃眉之急。

3 年 前 ，肖 华 东 带

着妻子返乡创业，借助

建 行 的“ 赣 农 振 兴 贷 ”

等贷款，开始发展养鹅

产 业 。 去 年 ，农 业 园 的 肉 鹅 年 出 栏 量 达 5 万 多

只，种鹅产蛋量近 3 万枚，年收入达 200 多万元，

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养鹅致富。

“农户发展产业不容易，银行主动走进乡村

上门服务，推出‘赣农振兴贷’‘赣南脐橙贷’等

产品，用金融活水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建行全

南支行行长陈彬介绍。截至今年 4 月底，建行全

南支行为农户发放贷款共计 2859 万元，为乡村

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撑，促进了农村发展与农民

增收。

金融服务创新，通过新机制助力乡村产业。

长期以来，由于信用评价难、合格抵质押物

少、成本收益不匹配等原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困

扰着农户及各类农村生产经营主体。建行紧抓产

业“牛鼻子”，有效对接金融需求，围绕粮食、蔬菜、

水果、肉牛等产业链条，通过系统、产品和服务模

块化装配，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金融服务，助

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转变方式，为农民提供高
效服务

乡村金融来到家门口，农民贷款方便又实惠。

“这台机器不仅能帮助咱买农资、购农机，还

能帮咱卖鸭梨、缴电费话费，不出村全能办理！”在

河南省安阳县韩陵镇梨园村的裕农通互动屏前，

业务员李少华一边帮村民张秀萍办理缴费业务，

一边介绍。

建 行 安 阳 分 行 裕 农 通 服 务 小 分 队 ，走 村 串

乡、上门入户、细化分工、流水作业，手把手现场

指导裕农通业主，确保村民能够自主操作完成业

务办理。

梨园村番茄种植基地面积 4000 余亩，产值

8000 多万元。“大家都说没想到这么方便，金融服

务送到家门口，太安心了。”梨园村党支部书记李

顺平说。

目前，建行安阳分行建设村两委数字化普惠

金融服务渠道 2912 个，入驻特色农业企业 244 家，

可为农民提供 14 项综合金融服务，实现了乡村地

区服务全覆盖，为村民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金

融服务。

乡村金融广覆盖，农业农村发展获得精准资

金支持。

踏过青石板，循着水波涟漪的河流，仿佛置身

山水间，近日，广州市从化区刚落成的独具岭南风

格的乡村振兴特色服务网点，吸引了不少人前来

打卡。

2020 年，建行广东省分行与省农业农村厅签

订合作协议，全面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龙头

企业与“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特色产业发展。截

至今年一季度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已近 1300 亿

元，服务农业企业超 2000 家，助力产业升级，纾解

农户难题，金融春风吹向田间地头。

放眼全国，建行每年为超过 4700 万农户提供

惠农、便民交易近 1.7 亿笔服务。建行发行“乡村

振兴·裕农通卡”1836 万张，为村民提供助农取

款、转账汇款等基础金融服务，还设置社保、医保、

申领惠民惠农补贴、民生缴费等功能，大大方便了

村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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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是兴农强农的重要手段。从
“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适应消费
需求转型、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
衡，离不开农业品牌化

群山环抱的湖北省秭归县，橙红树绿、果香

阵阵。“果子按照标准种，品质达标后，统一使用

‘秭归脐橙’区域公用品牌。好品牌让好产品身

价上涨，价格能翻一番。”秭归县沙镇溪镇三星

店村果农颜勇说。目前全县脐橙综合产值超 85
亿元，品牌价值超 31 亿元。

靠着品牌兴农的新路子，秭归脐橙飞出大

山，成了致富乡亲的“金果果”。放眼全国，五常

大米、延津小麦、天水花牛苹果……一大批信誉

好、品质优、叫得响的农业品牌不断涌现，丰富

了百姓餐桌。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绿色、有机和

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累计达到 6.2 万个，省级重

点培育的区域公用品牌 3000 多个，脱贫地区品

牌农产品平均溢价超过 20%。农业品牌数量快

速增长，品牌效益显著提升，有力地带动了产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

品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兴

农强农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培育农业品牌可

有力促进乡村产业提档升级，优化市场供给，

提 升 农 产 品 价 值 。 另 一 方 面 ，从“ 有 没 有 ”向

“好不好”升级，广大消费者更加看品牌、重质

量、求个性，适应消费需求转型、实现更高水平

的供需平衡，离不开农业品牌化。但要看到的

是，农业品牌总体上竞争力和影响力还不足，

市场上农业品牌不少，但叫得响、实力强、带动

范围广的大品牌还不多。深入推进品牌强农，

需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把农产品金字招牌

擦得更亮。

龙头牵引带动，做强做精农业品牌。让牌

子响亮起来，不是简单地换包装、开直播，而是

需要长期精细管理维护、日复一日地打造。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发挥实力强、市场大的优

势，在稳定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在品牌名称、

企业标识、推广标语上做足特色，并制定长远

的品牌发展规划，建立专门的管理运营队伍，

不断创新营销方式。只要坚持市场导向，下足

“绣花功夫”，定能培育出市场知名度、消费忠

诚度高的农业品牌。

政策精准发力，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培育农

业品牌离不开资金、技术、人才的支撑，这恰恰是

农业农村较为短缺的资源要素。各地可把农业

品牌培育纳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统筹推进，项

目资金向品牌培育主体倾斜，完善激励机制，利

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平

台建设，在壮大产业中聚要素、育品牌。更重要

的是，应建立健全农业品牌保护机制，维护好区

域公用品牌，严厉打击冒牌、套牌等行为，维护健

康清朗的市场环境。

好品牌的背后是硬品质。培育农业品牌，

更需要农业产业全链条变革。只有品质之“根”

扎得深，才能涵养品牌之“叶”更繁茂。要选用

优良品种、开展标准化、绿色种植，让一产优起

来。攻克技术难题、研发多元产品，让二产强起

来。改善物流运输、完善冷链设施，让流通畅起

来。总之，要通过补链强链，提升乡村产业竞争

力，延长价值链，增强品牌影响力。

推进农业品牌建设，是引领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途径。培育更多好品牌，让农产品优

质优价，促进消费提质扩容，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农民的腰包也会越来

越鼓。

把农产品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王 浩

近年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大力发

展生态藕种植，选用早熟、中熟、晚熟品种

错峰上市销售，提升种植效益。目前，宿豫

区生态藕种植已达两万多亩，成为乡亲们

的致富产业。

图为宿豫区生态藕种植基地内，喜获

丰收的藕农正把刚挖出的早熟藕运出，准

备装车销售。

孙东城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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