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中无人机、地上摄像头、地下传感器……田间地头满满“科技

范儿”。在湖北省赤壁市中伙铺镇安丰村，常驻粮食生产一线的新

农人田淑娴积极使用高科技新农具、新农资，手把手带动种粮农民

从“会种田”到“慧种田”。

湖北省赤壁市中伙铺镇安丰村是一个农耕文化富集的传统村落。走进

村庄，只见 8 个育秧大棚整齐地排列在稻田一侧，头戴草帽的赤壁市娴子生态

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田淑娴和村民们正忙着把一盘盘青翠的水稻秧

苗往插秧机上搬运。头顶上方掠过的无人机，沿着提前设定好的路线，将颗

粒状的肥料迅速抛撒到水田里。

“在我们今年新建的智能化育秧工厂，配建有自动卷帘系统、时控开关和

传感器等，能够监测和控制大棚内的实时温度和湿度，加上大钵体毯状苗机

械化育插秧技术，更好地适配稻鸭共养模式。”田淑娴介绍，近年来，在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云科技”助力下，合作社探索微生物“稻虾鸭”“稻再鸭”等生

态循环种养技术的开发利用，目前每亩年产值最高达 6000 多元。

今年 35 岁的田淑娴，硕士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我从小在农村

长大，目睹了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希望利用所学知识帮助乡亲们

发展现代农业、摆脱‘看天吃饭’。”田淑娴说，2017 年她毅然回到村里，流转数

百亩土地养殖小龙虾；2021 年以来，又在当地首推“稻虾鸭”复合种养新模式。

“一块水田，先养一季小龙虾，再种一季晚稻，并且在稻田里养鸭，从而实

现‘一田三收’。”田淑娴说。创业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第一年，合作社

养殖在野外的 4000 多只鸭苗遭受了疫病和高温天气的侵袭，大量死亡，最后

只剩 400 多只。田淑娴并不气馁，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向湖北省农科院畜牧

所等单位专家请教，掌握了提高鸭子抗病性的科学方法，又在鸭舍内安装喷

淋降温设备……通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新的种养模式终于走上了正轨。

“经过几年的摸索，我们探索出‘零排放微生物稻虾鸭’模式，人为构建既健康

又高效的稻田生态系统。”田淑娴说，如今安丰村已建成生态农业实验室、田间微

生物培养室、水质检测室等，还建设了 50亩微生物稻虾鸭科研示范基地、1000亩

生态种植养殖基地、1000平方米禽蛋加工厂等，年产值达 500万元。

合作社现有社员 260人，每年吸纳农户入社就业、自主发展产业或

土地流转增收近 50万元。

“这两年，我们又陆续试验出稻油、稻再鸭、鱼鸭、藕

鸭等多个生态种养模式，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田淑娴

表示，她将和更多新农人一起，进一步探索绿色低

碳、化肥农药减量化、水稻单产提升、地

力 提 升 等 生 产 试 验 ，为 先 进 农 业 技

术、生产模式的复制推广提供数据

支撑和实践范例。

湖北省赤壁市中伙铺镇安丰村田淑娴——

当好新农人，善用新农具
本报记者 范昊天

从中学体育老师到“种米姑娘”，再到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出生

于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的新农人陈雨佳，带领村民发展

家乡的石板米和乡村旅游产业，辐射带动周边村屯的集体经济不断

壮大。

被乡亲们唤作“种米姑娘”的陈雨佳出生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

村，这是一个以“石板田”闻名的传统村落。“上万年前，火山喷发，岩浆外溢形

成熔岩台地。经过长期风化，岩石表面堆起一层营养丰富的腐殖土，进而演变

成独特的‘石板田’。”说起家乡的“石板田”，陈雨佳的脸上满是自豪。

大学毕业后，陈雨佳本在宁安市第一中学任体育教师。但因从小受父母

务农影响，当她看到父母和乡亲们辛苦劳作丰收的成果只能勉强维持一年的

生计，颇有感慨。“家乡有这么好的资源，产出这么好的粮食，可一直卖不上好

价钱，实在是太可惜了。”经过思考，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陈雨佳的脑海里产生了

——返乡创业。不久后，她辞去体育教师的工作回到村中，在家乡这片黑土地

上栽种梦想。

陈雨佳的这一决定，在村民中炸开了锅，家人也表示不理解。“咱家好不容

易供出个大学生，你就稳稳当当、踏踏实实地当老师，绝不能回家务农！”父亲

瞪着眼睛说。

“那段日子，我家的客人络绎不绝，大家都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夜深了，我

也会不停地问自己是否要回来？”陈雨佳从内心深处深深地热爱着教师这份职

业，可最终，返乡做新农人的想法还是占了上风。

2016 年，陈雨佳回到村里，担任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村民

们回忆，当时大家并不信任她，认为一个小姑娘多年来在外上学，对农业接触

少，没经验，不可能做好。“要想赢得乡亲们的认可，我必须先熟悉这片土地。”

陈雨佳说。在田间地头，插秧、施肥，她干得有模有样，让村民们刮目相看。

隔行如隔山，重新选择人生发展道路的陈雨佳在创业路上艰难前行。好米

卖不上好价，让陈雨佳颇为烦恼。为了打开销路，陈雨佳带着村里的年轻人做

起了网络直播销售，从水稻育秧、田间管理到秋收的各个环节都通过直播镜头

展现给消费者，让更多人了解什么是有机稻米，什么是稻田鸭和稻田小龙虾。

“网络直播拉近了我们与消费者的距离，线上订单逐渐多了起来。”陈雨佳说。

2020 年，陈雨佳组织开启了庄主认种模式，客户可以在认购的一亩石板田

里，体验插秧、收割带来的收获感，秋天再为客户配送认证田里出产的有机石板

大米。庄主认种模式与田间体验游、研学基地游、特色民宿游等有机融合，既延

长了石板米产业链条，又盘活了上官地村的农文旅资源。

转眼多年过去，陈雨佳从初出茅庐的农村姑娘，一路成长为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妇联常委，荣获“全国巾帼新农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最美

巾帼奋斗者”等荣誉称号。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种水

稻、卖山货、发展乡村游，为乡村全面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能。

截至目前，上官地村合作社拉动本村及周边农民就业 500 余人。2023 年，

上官地村水稻种植面积达 2400 亩，大米总产值突破 3000 万元，社员人均收入

3.5 万元。

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陈雨佳——

黑土地上种梦想
本报记者 方 圆

从产业培育到古建活化，从文化创意到非遗传承，在广东省东莞

市寮步镇西溪古村，致力于传统村落活化运营开发的新农人廖昱明

结合市场需求、推进农文旅融合，用青山“颜值”点亮金山“价值”，让

古老村庄成为宜居、宜业、宜创、宜游的乐土。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西溪古村就是我印象里小时候农村的模样。”在广东

省东莞市寮步镇西溪古村，廖昱明翻看着自己到村子生活后的相册回忆道。

1990 年出生的廖昱明是广东省梅州市人，2018 年他和不到 20 人的乡村运营团

队来到西溪古村，同时兼任建筑工人、设计师、运营者等，推动古村的文物保护

和历史建筑活化。

“6 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传统村落活化运营开发工作。在我看来，传统村

落的活化利用，应当在保护村庄整体肌理的前提下，结合市场需求，深耕文化

内涵，通过市场化运营，推进农文旅融合，实现历史保护、文化传承、提升人居

和商业价值的多重目标。”廖昱明说。

西溪古村位于寮步镇东北部，有 500 多年历史，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村里人大多外出务工，古村荒废多年，显得破旧。

“再不及时抢修，随着房子的倒塌，古村将会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更

别说吸引游客。”廖昱明说，他希望能给古村带来一些变化。 2018 年，通过

政府招商，廖昱明带领运营团队中标。“为了让古村落重现光彩，我们制定

了从硬件到软件的一揽子发展规划。首先我们聘请了很多本地村民帮助

开展房屋抢修、给排水线路、消防管道等基础建设工作，改善村子生活环

境。”廖昱明说。

设想很美好，但做起来却不容易。“比如以前村里面的井都没有井盖，存在

安全隐患，为此我们准备加装井盖。但有村民认为会影响大家取水，所以不同

意。为此，我带上设计图，挨家挨户解释封好的井盖旁会安装打水装置，既安

全又快捷，这才征得所有人的同意。”廖昱明说。

在活化利用的过程中，廖昱明和团队遵循“分级保护、修旧如旧、建新和

谐”的原则，既要保留西溪古村的原有风貌，又要将古村根据现代人生活习惯

进行合理改造，从环境卫生清理，到消防、水电，将村内设施一一完善。

硬件上来了，软件也要跟上。“古村活化还要体现村落的文化价值，有文

化传承才有历史厚度。”廖昱明说，希望能将西溪村打造成一个传统村落活

化范本。

“舞凤凰”“抢炮头”……古村原有的传统民俗活动被充分挖掘，并通过多

样化的表演吸引外地游客。目前西溪古村已建有莞香、玉雕、木雕、洞箫、古

埙、陶艺、蓝印蜡染、漆画等多个工作室，创新的运营方式让传统文化有了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

花草的点缀，人来人往的街巷，专属于村民的创业街吸引了许多村民回村

创业，处处都诉说着古村的“新生”。2022 年，西溪古村被纳入“广东省夜间文

化和消费集聚区”。

“目前村子吸引了 100 多个商家进驻，但这只是开

始。水上实景剧、西溪‘元宇宙’……我们这些古

村的‘农创客’们还有很多的设想将在这里

实现。”廖昱明说。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西溪古村廖昱明——

老建筑里酿记忆
本报记者 李 纵

坐在手机前，干起直播新农活，毅然返乡的大学生，愿做追逐梦想的奋

斗者，奔赴广袤山乡；善用智能“云科技”、开创种养新模式，学成归来的“领头

雁”，甘当播撒希望的耕耘者，为端牢中国饭碗助力；扎根传统古村落、激发文

旅新动能，能为敢为的“农创客”，志为连接古今的传承者，守护故土乡愁。

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呼唤人才、造就人才的舞台。数据显示，2012年

至 2022 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 1220 万人；据《“十四五”农

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到 2025 年，这一数据将超过 1500 万人。

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在

乡村的广阔天地间大显身手，用行动展现劳动者的时代风采、诠释青年人

的责任担当。本期“走进传统村落”栏目，让我们来看看不同领域的新农人

如何为古村落带来新变化、注入新活力。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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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

上官地村，陈雨佳（左）和母亲在田里

查看水稻长势。

本报记者 方 圆摄

图②：航拍湖北省赤壁市中伙铺

镇安丰村“稻虾鸭”复合种养基地。

汪孝文摄（人民视觉）

图③：在安丰村早稻、再生稻基

地，无人机正在抛撒底肥。

万朝晖摄（人民视觉）

图④：在安丰村智能化育秧工厂，

田淑娴正在筛选小球藻种。

万朝晖摄（人民视觉）

图⑤：在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西

溪村，廖昱明在民居院落里进行打

“手碟”表演。

尹业凯摄（人民视觉）

图⑥：经过整体规划治理后，西溪

古村重现光彩。图为古村临水风光。

寮步镇宣教文体旅游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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