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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下去，奔向农村干事创业

“把根扎稳，尽微薄之
力，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
越好”

“六段是个好地方咧，层层茶山穿山

顶咧，今天有客到我村咧，请你喝杯六段

茶咧……”汪云贵一首悠扬的《迎客歌》，

引来游客一片喝彩。来自黑龙江的 68 岁

游客郑亚宁说：“六段人热情好客，这个年

我和老伴就在这里过！”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段村曾是个

贫困村，如今全村吃上旅游饭，村民苏玉

荣感慨：“离不开带头的汪大妹！”

“汪大妹”就是汪云贵，2014年从南京

辞职返乡后，她成立了旅游公司。汪云贵

请县文化馆的老师教村民们排练舞蹈，搭

建班子唱瑶歌，邀请非遗传承人展示瑶绣

技艺……在她的推动下，长桌宴、舂糍粑、

篝火晚会等民俗活动办得红火，刺绣、竹

编、根雕等土特产也渐渐热销。

总有人不解她为啥要回来，汪云贵答：

乡愁。“在南京时，我常想，六段村就是我的

诗和远方。我想回到这里，把根扎稳，尽微

薄之力，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好。”

“乡愁”，是不少青年人返乡创业的

缘由。

姜丽娟是浙江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

村人，2016 年上半年，原本在杭州安家落

户的她，和姐姐一起花钱把父母的老房子

来了个“彻底改造”，这一改，改出了下姜

村第一个精品民宿。姜丽娟顺势辞职回

家，专心搞民宿经营。

“小姑娘有魄力有能力！”乡亲们对她

刮目相看，跟着她建起了村里的第一批民

宿。2018 年，姜丽娟入了党，后来还进了

村两委。2020 年，村两委换届选举，年轻

的她高票当选村党总支书记。当时她颇

感意外，但现在回想，其实也是情理之中。

下姜村发展需要新思路，眼界更开阔

的姜丽娟更合适。“农村需要年轻人，我感

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姜丽娟说。

有人带回发展思路，有人带回产业

技术。

在贵州独山县百泉镇百泉湖村的一

座山头，暖阳下，一片片油桐树青翠葱绿

令人心旷神怡。“这里曾经是一座荒山……”

杨安仁是当地的油桐产业带头人，成长

于独山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就见惯了

油桐树。每到果实成熟季节，老乡们上

山捡些果子，背到集市上卖，贴补家用。

“既然山上适合种油桐，为何不规模

化种植呢？”带着这个念头，毕业于鲁东大

学农学院的杨安仁，继续钻研农技知识，

求助相关专家，打拼 10 多年，不仅在独山

县种下了 2 万多亩油桐，还在全省多地建

设产业基地，辐射周边区域，总种植规模

超 9 万亩。杨安仁成立的桐油产销一体

化企业，带动 4000 多户村民参与油桐种

植，直接安置就业 1000 余人，每年发放务

工工资超千万元。

还有一些“入乡”的青年人并非“返

乡”。金玉龙就是其中一位。

“把残膜清干净，春节后就能备种新

茬啦。”大雪过后，金玉龙和马金保戴着厚

手套，用锄头刨开土，把一张近 10 米长的

地膜扯了起来。马金保把残膜叠好放进

农用车货箱。金玉龙笑着说：“这一车拉

到我们公司里，老马能赚 500 元。”

马金保是宁夏固原西吉县西滩乡庙

湾村村民，而金玉龙是当地一家塑业公司

的负责人。“残膜也是宝，能用来生产管

材、雨衣雨伞等塑料制品。”金玉龙是一名

退役军人，在甘肃工作。2016 年，他了解

到固原常年缺水少雨，农业发展需要优质

地膜。“农村地膜市场大，乡村发展前景

广，我决定创业试一试！”如今，公司已获

得 30 多项技术专利，生产的农用地膜、棚

膜畅销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并为周边近

百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

解难题，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既要有股韧劲儿，经
得 起 磋 磨 ，又 要 有 些 真 本
事，用成绩说话”

在江苏高邮城南经济新区浩芝村，通

邮 电 商 产 业 园 里 的 12 个 直 播 间 热 闹 非

常，鸭蛋、香肠等产品琳琅满目，飘出阵阵

香气……卞盛洁是这家产业园的负责人，

2015 年，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到外地招

商引资，一直从事电商工作的她信心满满

地回乡创业。

没想到，很快，一道道难关就摆在她

面前……

第一关，邀人。产业园一开，入驻者

寥寥。卞盛洁想邀请靠电商打开鸭蛋销

路的刘文芳，却被拒绝了八次。“我自己做

得好好的，为啥要去你那里？”“园区可以

提供场地、仓库，整合资源和政策，帮你把

企业做大……”第九次上门，终于打动了

刘文芳。

第二关，培训。卞盛洁想让更多人掌

握电商技能，了解产业园的好处。没有人

脉，她就联系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妇联等；

没有现成素材，她就自己闷头做了好几天

PPT……从“大课”讲到“小班”，再到“一

对一”指导，卞盛洁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

持者。

第三关，转型。“起初我们是传统电

商，开网店。”周莉是个残疾女孩，在卞盛

洁的帮助下，从 2018 年开始试水视频和

直播。“卞老师和我们一起研究怎么拍，还

帮我设计脚本，一字一句琢磨。”渐渐地，

周莉用积极真诚的直播风格赢得网友的

信赖，并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电商

创业。

“一个人想要带动一群人，既要有股

韧劲儿，经得起磋磨，又要有些真本事，

用成绩说话。”卞盛洁的感慨，也是很多

人的心声。

姜丽娟说：“经常上门做功课，心里才

有本明白账。”

去年，村里打算建设“共富后巷”，对

村里后街小巷统一规划，施工地点就在几

户村民家门口，施工带来暂时的不便让个

别村民不太乐意。

于是，姜丽娟几乎每天往村民家里

跑，耐心解释，听取大家的意见。“‘共富

后巷’建好后，不仅有租金赚，还能在家

门口就业，以合伙人的形式加入村集体

经济……”姜丽娟说，“心齐了，问题也就

好解决了。”

杨安仁说：“科技兴农不是空话，品种

好才能产业旺。”

2015 年，5000 亩油桐林遭遇枯萎病，

大量已经挂果的油桐树陆续枯死。试了

各种药物，翻了许多书籍，仍找不到办法

的杨安仁试着给油桐专家、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汪阳东发了一封求助邮件。

汪阳东带团队来到独山县，他们从基

地仅存的 13 棵油桐树着手，通过分子选

育、杂交育种和嫁接的方式，终于找到了

产生抗体的油桐品种。后来，在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鲁东大

学等单位的指导下，杨安仁又成功让油桐

产量实现 3—6 倍的增长，每亩产值达 1 万

多元，并建成了优质油桐种质资源库。

王军扬说：“带头干就得不怕难，销售

额就是说服力。”

王军扬是新疆金圣果农业专业合作

社和一家沙棘产品公司的负责人，和沙棘

打了十几年交道。 2018 年，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推进团场综合配套改革时，每人分

到了 70 亩沙棘地。“一年下来啥都赚不

着，咋干？”有人提出，种沙棘只见生态效

益，没有经济效益。

“沙棘果摘下来，我去找销路！”时任

第九师一七〇团六连党支部书记的王军

扬对大家说。王军扬心里也没底，但只能

到处打听哪里有沙棘加工企业，上门去推

销，“一开始没人知道我们的沙棘果怎么

样，跑了十几家企业，终于找到两家愿意

收购的。”当年 10 月，840 多吨沙棘果全部

卖完，销售额达到 540 万元。看着别人沙

棘地管护得好，一亩挣 2000 多元，之前不

愿干的人坐不住了：“沙棘果就是‘金果

果’嘛，咱还是踏实干吧！”

向未来，努力实现美好愿景

“与其只顾自己发展，
不如大家一起发展更充实、
更有成就感”

如今，入驻通邮电商产业园的企业达

700 多家，卞盛洁和团队累计培训超 20 万

人次，带动产业链就业超 10 万人。把精

力都投入培训孵化，自己的事业怎么办？

卞盛洁坦言：“我越来越觉得，与其只顾自

己发展，不如大家一起发展更充实、更有

成就感。”

未来有什么打算？“以前和我打交道

的 ，大 多 是 老 农 民 ，现 在 有 一 多 半 是

年 轻 人 。”卞 盛 洁 有 个 新 年“ 小 目

标”：培育孵化 5000 名返乡大学

生和乡村青年，帮助他们走好

就业创业第一步。“我还想再

细 分 出 一 个 跨 境 电 商 产 业

园，让更多村镇企业走向

国际市场。”

发展特色产业的带

头人，纷纷向深加工方

向探索。

前 几 天 ，王 军 扬

抽空去了趟重庆。“和

代理商谈合作，今年

要 在 重 庆 开 设 30 家

专 营 店 ！”王 军 扬 早

就 意 识 到 延 长 产 业

链、拓宽市场的重要

性，前几年，公司就推

出了饮料、冻干粉、籽

油等 20 多款沙棘系列

产品。去年，全团沙棘

总产量达 8000 多吨，六

成加工成了沙棘产品。

“我们刚推出了软胶

囊和多肽粉两款新产品，市

场反响不错。今年，我们还

将建设黄酮和花青素提取生产

线。广州的外贸事业部，春节后

也要开始运营了。”王军扬说，“产

品和市场两手抓。”

“这种地膜便于除草，这种打孔地膜

专门用来种菜，这种反光地膜能为果树增

加光照……”存满地膜产品的库房里，金

玉龙如数家珍，言语中透露着信心：“春节

后我们计划再投入 600 万元搞研发，进一

步提高地膜对农田的增产效果。”

除了农用地膜，金玉龙还打算依托当地

自然条件，带动农民发展中药材产业。“种苗

繁育、土壤改良、物联网设备建设……今年

要多跑几个村子，以‘企业+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多搞合作，一起

增收！”金玉龙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杨安仁没有放弃

自己的学业，目前他已经在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深造。“桐油在机械制造等很多领

域应用广泛，我想抓住机遇。”杨安仁说，

近几年，从工业原料拓展到医用原料，从

培育新品种到建设种质资源库，他们与北

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越来越

多的科研院所开展合作。

去年，公司引进 3 名博士作为科研带

头人，开展油桐选育与高附加值产品研

发。“马上又有两名博士要来了。我们这

儿虽然偏远，但能吸引到一些志同道合的

人，是件幸福的事。”杨安仁高兴地说。

瑶寨门口，红灯笼、大红花，一派喜气

洋洋。春节将至，文旅市场更加红火。

汪云贵笑着说：“这几天越来越热闹。

我们还要举办年货集市，我可有得忙咯！”

“村里的特产销路很旺。依托粤桂协

作机制，村里的茶叶、腊肉、竹笋等正一车

车运到广东茂名。大年初八，我还要去趟

广西南宁，那边有家企业看上了我们的产

品，要合作呢。”汪云贵一条条列出自己的

新年规划，“头一件，请技能大师、非遗传

承人来我们村，培训一下文物保护和技能

传承；第二件，广西阳朔那边旅游搞得好，

把他们的景点运营人请来，看能不能帮我

们设计几条精品旅游线路……”

姜丽娟一边忙着岁末年初的大事小

情，一边也在总结思考：“去年有返乡能人

投资项目，但受各种因素限制，没能落地，

有点遗憾。去年，我们还建设了水上乐园

等一批项目，怎么利用好这些资源，让游

客愿意来、留得住，还要再想想。”

成为村党总支书记后，姜丽娟每天早

起化妆，她笑称：“反倒比以前更注意形象

了。”“年轻人就要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活

力！”下姜村村民余娟妹夸赞姜丽娟。如

今的姜丽娟，在为扮靓下姜村，忙得不亦

乐乎。

是啊，还有那么多意气风发的青年，

正在汇聚起磅礴的青春力量，扮靓广袤的

乡土大地……

（本报记者姚雪青、窦瀚洋、张云河、

程焕、张文、李亚楠）

图①：杨安仁在查看油桐苗生长情况。

杨 浩摄

图②：金玉龙（左）在和农户商量地膜

回收利用的技术问题。

本报记者 张 文摄

图③：卞盛洁（右）和周莉在进行线上

直播。 尤炳元摄

图④：姜丽娟（左）在和村民交流。

杨 波摄

图⑤：王军扬在搬运采收的沙棘果。

郑景阳摄

图⑥：汪云贵在为游客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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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调：“当代中国青年

生逢其时，施展才干

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

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当 下 ，农 村 不 仅 是 充

满 希 望 的 田 野 ，更 是

干事创业的舞台，越来越多

青年人活跃在广袤的乡土大

地上，在推动农业发展中苦干实

干，在参与乡村治理中担当作为，在

服务农民中增长才干，成为打好乡村全

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新画卷的有生力量。

近年来，共青团中央、农业农村部评

选出一批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他们

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展现了新

时代中国青年的风采，成为对乡村全面

振兴作出积极贡献的青年典型。新年伊

始，本报记者分赴江苏、浙江、广西、贵

州、宁夏、新疆等地，走近其中 6 位全国

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标兵，倾听他们讲述

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青春故事。

——编 者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

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

队伍，吸引包括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退役军人等

在内的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贵州百泉湖村，一片片油桐青翠可人，铺展出农业高质

高效的鲜明底色；浙江下姜村，一座座民宿典雅精致，串联

起乡村宜居宜业的精彩亮点；江苏浩芝村，一个个直播间气

氛活跃，讲述着农民富裕富足的生动故事……在一大批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青年人才共同努力下，乡村全面振

兴的画卷徐徐展开。他们有的是助力增收致富的产业带头

人，有的是建设和美家园的乡村治理者，有的是推动科技赋

能的创新排头兵，是他们扎根在广阔的乡土大地，用奋斗书

写着不凡的青春华章。

广大乡村正呼唤青年人才的身心投入。当前，乡村迫

切需要一大批发展引路人、产业带头人、政策明白人。青年

人才有学识、有眼界、有活力，能为乡村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提供智力支持。多彩乡村也助力青年人才的茁壮成长。从

生产经营到生态保护，从基层治理到文化传承，乡村蓝海蕴

藏无限机遇，青年人才可以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提升技能、

塑造品格、实现价值。

一年之计在于春。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对壮大乡村人才队伍作出部署，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

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

素质。相信在一系列务实举措的推动下，广袤田野将成为

更多青年人才的人生选择。

扎根在希望的田野上
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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