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是 一 个 呼 唤 人

才、造就人才的舞台。返乡创业带动

乡亲们增产增收，积极奉献让科研成

果更好转化应用，脚踏实地助力产业

发展……一大批青年人在田间地头

挥洒汗水，在乡村的广阔天地间大显

身手，用行动诠释了青年人的责任担

当。近日，记者采访了几位全国乡村

振兴青年先锋标兵，听他们讲述投身

乡村全面振兴的青春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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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马晓丽（右一）在指导果农

们种植柑橘。

重庆三峡农业科学院供图

图②：梁名双在查看蓝莓长势。

吴志柳摄

图③：徐锋在给实验品种西瓜整

枝疏果。 受访者供图

图④：贵州省黔西市雨朵镇乡村

振兴示范点。周训超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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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锋：

以科技助力增产增收

初春时节，走进湖北省石首市天字号瓜

蔬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蔬菜大棚，一股暖

意扑面而来，绿油油的莴笋长势喜人。查看

蔬菜生长情况、和农户讨论销售方案、向专

家请教栽培技术……合作社理事长徐锋忙

得不可开交。

今年 35 岁的徐锋，大学学的是园艺专

业 ，毕 业 后 跟 着 亲 戚 在 城 里 做 窗 帘 生 意 。

2011 年，父亲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徐锋的人

生轨迹。

“因销路不畅，家里的西瓜种植基地面

临巨额亏损。”徐锋放下手里的生意赶紧回

家，发现村里还有许多农户种的西瓜卖不出

去，徐锋当即决定：返乡创业，帮乡亲们渡过

难关。

“ 改 变 思 路 ，才 能 有 出 路 。”徐 锋 瞄 准

超市和水果店，逐户上门推销。功夫不负

有心人，在徐锋的不懈努力下，品质好、价

格低的西瓜获得了商家和顾客的认可，西

瓜滞销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2012 年，徐锋创办了石首市天字号瓜

蔬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出种苗，农

户负责种植，从种植到销售，合作社都会提

供支持。因为收益有保障，合作社社员很快

就从开始的十几人发展到 100 多人。

为了扩大销售渠道，徐锋与城区各大商

超对接，把合作社生产的瓜蔬摆上了超市货

架。如今，合作社有 5 个主要种植基地，总

面积 5000 余亩，钢架大棚 5000 多个，社员

350 多名。

打通了销路，还要优化种植模式。请教

专家、悉心钻研，徐锋在湖北省农科院、荆州

农业科学院、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的技术

指导下，逐渐摸索出“瓜—瓜—菜”种植新模

式：一年种两季西瓜、一季蔬菜，一年四季农

田不闲。

“第一批西瓜比别人提早一个月上市，

我们卖得差不多的时候，别人的西瓜才上

市。等他们的西瓜卖完，我们第二批西瓜又

上市了。第二批西瓜卖完之后，我们还可以

种莴笋。”徐锋介绍。

科技助力，让合作社的西瓜种植产业

不断提质增效。为了让西瓜的口感达到最

佳，徐锋每年都要进行大量的瓜苗培育和

瓜田实验。“我们每年拿出 30 个大棚试种

新品种。”徐锋介绍，合作社与荆州农业科

学院合作开展西瓜新品种试验示范，接受

全国各科研院所推荐西瓜试验示范的新品

种，最多时达到 149 个品种。合作社还定

期组织骨干参加技术培训，近 3 年来累计

培训 6000 多人次。

种植西瓜全程采用有机肥、生物菌肥，

用黄板纸、诱虫灯进行生物防控，给西瓜人

工授粉，确保“一藤一瓜、一瓜一码”标准化

种植……通过科技助力，合作社的西瓜肉

脆、汁多、糖分高，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

产品，“徐锋”牌商标也被认定为湖北省著

名商标。

随着合作社发展壮大，许多外出务工

的青年被吸引回村，合作社年轻社员占比

超 过 30% 。 2022 年 ，社 员 人 均 增 收 3 万

元。为进一步发展瓜蔬产业，合作社新建

了 4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种苗生产基地、2
万平方米的农产品交易市场、1500 吨容量

的冷库，基础配套设施日益完善。同时，通

过持续开展绿色防控生产技术、减肥减药

技术，徐锋还解决了西瓜重茬障碍技术难

题，获得多项专利。

“ 新 时 代 的 农 村 既 是 充 满 希 望 的 田

野，又是干事创业的舞台。青年利用所学

回 报 家 乡 ，大 有 可 为 。”面 对 未 来 ，徐 锋 信

心满满。

马晓丽：

把科研做在广阔土地上

夜深了，马晓丽回到办公室，继续做试

验。窗外细雨斜飞，她还在惦记着果农们

的收成。作为重庆三峡农业科学院果树园

艺研究室主任，90 后马晓丽常年跋涉在青

山绿水间，指导果农更好地种植柑橘、脆李

等作物。

最近这段时间，马晓丽也没闲着。在连

绵起伏的柑橘地里，她手把手教果农修剪树

枝：“要准备锯子、电剪、手动剪刀，先用锯子

把大的枝锯掉，留下一干三枝，再用电剪刀

把直立的营养枝剪掉……”

奔走于田间地头，当好果树“医生”，是

马晓丽的工作常态。出身农家，服务农业，

马晓丽从未犹豫。高考填报志愿时，她坚定

地填报了四川农业大学，从此与农业结下不

解之缘。2017 年工作以来，她深入万州、开

州、巫山等 10 多个区县，为果树产业发展出

谋划策，帮助解决奉节县竹园镇义和村石榴

坐果率低等 20余个产业生产问题。

“不要等果树生病了再找我们，平

时要注意给果树‘养生’，用好有机肥

增加‘营养’。”面对果农提出的疑问，

马晓丽总是用简明易懂的语言反复

叮嘱。她告诉果农，施用的化肥遇上

雨水相当一部分会被冲走，但有机肥

约七成能留在地里持续发挥效力。

2022 年夏天，许多区县的柑橘园

都出现了干旱情况。马晓丽及时关注

天气，提前通知果农做好准备，应对干旱。

那些天，马晓丽头顶烈日，记录不同柑

橘品种在田间的耐旱耐热程度，并一一拍

照。高温下，手机和相机无法长时间工作，

她和团队成员就轮流换着几部手机记录。

经过持续努力，马晓丽和团队掌握了 51 个

柑橘品种的耐旱指数，为科研积累田间基础

数据，为柑橘耐旱育种打下坚实基础，也得

以更好指导果农改进浇灌方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13个示范果园在当年实现了稳产增收，1
个示范果园实现增产增收，亩均增收 1000元

以上，吸引了许多果农来示范园参观取经。

如今，一批批年轻的“新农人”返乡创

业，马晓丽的工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以

前，我们时常要仔细琢磨怎么才能把做法

说 得 通 俗 易 懂 。 现 在 ，面 对 年 轻 的 从 业

者 ，我 们 还 要 把 道 理 讲 明 白 ，让 他 们 知 其

所以然。”马晓丽告诉记者，近几年找她刨

根问底的人更多了，她对乡村全面振兴越

来越充满信心。

除了为果农解决问题、指导培训，马晓

丽还潜心钻研，开展果树新品种选育、果树

栽培技术研究和示范推广等科研活动。这

些年，她主持市级区级项目 3 项，发表研究

论文 20 余篇，主笔并参与编制地方标准 3
个，致力于解决三峡库区柑橘、脆李等提质

增效的栽培技术问题，为库区果树产业的健

康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联系实际做研究、把科研做在广阔土地

上，马晓丽说：“农业领域科研操作性强，需要

能解决实际问题。”为培育更多适应三峡库区

独特气候的农业品种，马晓丽跑遍巫溪、奉节

等 10多个库区的李子栽培地，收集种质资源，

培育新品种。面对市场对甜樱桃的需求，她

与团队成员攻克技术难题，引种培育了甜樱

桃新品种 8个，为果农增收致富打开新途径。

“做农业科研辛不辛苦？确实辛苦，但

更多的是快乐。能够帮助果农解决一个个

实际问题，也很有成就感。”马晓丽说，今后

将继续扎根广袤田野，努力服务群众，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梁名双：

在蓝莓田里种出幸福生活

云南省澄江市朱家山，一面缓坡上，半

人高的蓝莓树排列整齐，沐浴着阳光。果

树丛中，梁名双正弯腰埋首，检查着蓝莓的

长势。

80 后梁名双是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

自治县人，云南梁氏高原蓝莓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从一名经济学博士成为蓝莓

田里的“新农人”，梁名双说：“农业创业艰

难，但我选对了行。”

2014 年，因为一次偶然机会，梁名双了

解到了蓝莓种植行业。当时国内市场上蓝

莓还比较稀少，澄江的光照、降水等气候条

件也很优越。于是次年，梁名双来到澄江开

辟了 150 亩蓝莓种植试验田，开启了农业创

业之路。

从头开始学种蓝莓，梁名双没少栽跟

头，也在土地上摸索出种植技术。他回忆，

开始种蓝莓时，学习了书本上的知识后，以

为照葫芦画瓢就能种成。然而，果树树叶泛

黄 老 化 、结 果 质 量 差 ，有 的 树 还 起 了 病 虫

害。他心生挫败感，但也开始反思：“要种好

蓝莓，需要边种边试验、边总结。”

此后 3 年间，梁名双带领技术团队，用

做实验的方法陆续试种了 10 个品种，围绕

“优质、高产、早熟”标准，终于突破了云南露

天蓝莓种植的技术壁垒。 2018 年，梁名双

的蓝莓基地进入丰产期，每亩产量可达 1 吨

以上。

掌握了关键技术后，梁名双在 2020年回

乡成立云南梁氏高原蓝莓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推动建成蓝莓标准化种植基地 1 万余

亩。争取农户支持流转土地、融资贷款投入

资金、根据气候条件调整种植模式……梁名

双忙得不可开交：“看着蓝莓种植面积越来

越大，产业从业人数越来越多，我就感到自

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2022年，景东蓝莓基

地投产，蓝莓产量 1万余吨，产值约 6亿元。

在公司获得发展的同时，梁名双从未忘

记乡亲们。在景东、澄江等地，随着蓝莓产

业发展，基地周围的百姓收益也不断增长。

除了每年支付土地租金，基地还为大量周围

农户提供了增收途径。“我们每年支付 3000
万元左右的租金，同时用工数量也持续增

长。”梁名双说。

此外，梁名双所在企业还为家乡的农户

提供免费技术支持和销售渠道，带动更多人

种蓝莓增收。景东县文井镇者后村的魏正红

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受益者之一。“本来想

干，又顾虑种不好、卖价不高。”魏正红说，有

了技术和销售渠道的支持，自己也尝试种植

了 50亩蓝莓，效益不错。尝到甜头的魏正红

决定再接再厉，扩大种植规模。2020年，魏正

红带头成立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者后村的

蓝莓产业也进一步发展起来。“现在，我们浑

身有使不完的劲！”魏正红说。

如今，澄江的蓝莓基地里又有新变化：

梁名双带领团队试种的几十亩新品种已经

挂果销售，进一步提前了蓝莓的上市时间。

“接下来，我们还要尝试用基质土栽培新品

种，如果新品种适应较好就会大面积推广。”

梁名双说，基地也正在扩建蓝莓种植大棚，

进一步发展设施农业。

在推动现代化农业种植事业发展的路

上，梁名双步履不停。“改进技术是保持优势

的基础，我们将不断引进新品种、改进种植

技术，发展信息农业，强化产销对接，让云南

优质蓝莓走向世界。”梁名双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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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我大学毕业，来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兰赵

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助理。工作伊始，我有些茫然：为这个村

庄该做些什么？怎么做好？几天后的一次调研中，一位领导

说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多听听村民说的话，在倾听里寻找

答案。”

我 把 这 句 话 记 在 心 头 ，走 访 了 村 两 委 成 员 、党 员 代 表 到

致富能手、普通群众，此后的两个月中，我在随身携带的小本

上记下了 3 万多字。仔细梳理群众心声，我明确了要重点干

好群众关心的事：一是党建引领产业振兴，提高水稻种植的

质与效；二是实施“党建+幸福餐厅”，解决老年人就餐难题，

夯实为老服务阵地。

“各家各户‘单打独斗’，种植的品种不一样、管理方式各有

不同、收获时间也有差距……”坐在小院的葡萄架下，粮农老周

的话让我弄清楚了水稻种植存在的问题。我们发挥党建引领

产业发展优势，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首批入社社员种植的

320 亩稻田进行富硒种植试验，并对片区内沟渠路闸及排水系

统进行了升级改造。通过与社员签订统一的种植管理协议，试

验片区内实现了统一稻种、统一耕作、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

一销售“五统一”。目前，试验片区已测算亩均年增收 600 元以

上。合作社也决定吸引本村及周边村庄更多稻农入社，今年把

富硒稻种植面积扩大到 2000 亩以上。

“孩子进城务工中午不回家，午饭都是早晨给做好了。”村

里 70 多岁的王秀梅无意间说的这句话，被我记录下来。就吃饭

问题，我逐一走访了村里 30 多位 70 岁以上老人。老人的心声

汇成了我的一份关于建设老年人幸福餐厅的报告，休闲娱乐等

功能室建设也列入其中。幸福餐厅建起来了，日常运营怎么

办？我们尝试推行“党建+幸福餐厅”模式，食材购置、环境保

洁、帮厨分发等餐厅工作均由党员志愿者认领。餐厅开业以

来，我参与义务劳动时间达 200 天以上。每当看到老人们开心

的笑容，我心里甜滋滋的。

结束了驻村时光，回到文汇街道办事处工作岗位上，“在倾

听中寻找答案”成为我继续干好工作的一把“钥匙”。每一次工

作取得进展，我都会衷心感谢愿意和我掏心窝子说话的群众，

是他们帮助我观察更细致、做事更踏实。在今后工作中，我要

继续坚持多到村庄社区里去，多到群众身边去，努力把群众关

心的事情办得更好。

（作者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

公室一级科员，本报记者李蕊采访整理）

在倾听里寻找答案
刘逸迪

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青年参

加职业技能培训，学技能、学实操、

考证书，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拓展新

空间。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或出

于 兴 趣 ，或 为 转 换 职 业 赛 道 ，让 自

己的未来可以有更多元的选择。

青 春 ，人 生 中 最 美 好 的 时 光 ，

也 是 最 宝 贵 的 财 富 。 在 这 个 年 龄

段 ，青 年 充 满 了 无 限 的 希 望 和 憧

憬 ，有 着 无 比 的 激 情 和 勇 气 ，拥 有

着 无 限 的 可 能 性 。 跑 好 实 现 中 国

梦的历史接力赛，在新时代广阔天

地中建功立业，需要广大青年永葆

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勇于拓宽人

生 的 赛 道 ，让 青 春 拥 有 更 多 可 能 ，

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

者、奉献者。

让青春拥有更多可能，首先要

有 不 拘 一 格 的 勇 气 。 越 来 越 多 的

青年人拥抱职业教育，生动而鲜活

地 折 射 出 当 今 社 会 一 个 鲜 明 的 特

征—知 识 技 能 融 合 发 展 已 经 成

为 不 可 阻 挡 的 时 代 潮 流 。 这 就 要

求 广 大 青 年 把 终 身 学 习 当 成 一 种

常态，努力成为知识与技能兼备的

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补齐

技能短板，从而在今后投身社会时

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价值、赢得

尊重。

让青春拥有更多可能，还要对

自 己 选 择 的 事 业 拥 有 一 腔 热 爱 。

三 百 六 十 行 ，行 行 出 状 元 。 干 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平

凡 的 岗 位 上 也 能 成 就 不 平 凡 的 业

绩 。 技 能 成 就 梦 想 ，奋 斗 改 变 人

生 。 近 年 来 ，越 来 越 多 劳 动 者 走

上 技 能 成 长 成 才 之 路 。 高 技 能 人

才 的 身 影 活 跃 在 各 行 各 业 ，靠 绝

技 绝 活 开 辟 事 业 舞 台 ，发 挥 个 人

价 值 。 只 要 在 工 作 岗 位 上 全 力 以

赴 、精 益 求 精 ，练 就 一 身 真 本 领 ，

每 个 人 都 能 收 获 属 于 自 己 的 精 彩

人生。

让青春拥有更多可能，还要经得住挫折的考验。到广阔天

地里打拼，注定要经受更多风雨。当今社会转型加速，机遇与风

险并存，有知识技能缺人生历练，有创意想法缺创业本钱，都可

能让年轻人在走入社会后遭到挫折。这需要年轻人对坎坷估计

得更充分一些、对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不因过去的成绩而沾

沾自喜，不因今天的困难而妄自菲薄，保持奋斗的韧劲勇往直

前，才能在风雨后见到彩虹，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

新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使命。新

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

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广大青年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

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力争

在青春赛道上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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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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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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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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