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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硕士返乡“务农”

2016年，硕士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
学的丁旦打定主意，回国后要返回家乡
江西高安发展，帮父母做好“高安大
米”品牌。

“你学的是消费者市场学，也不愁
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为什么非要再来做
这利薄又辛苦的农业啊？”母亲王秀萍
有过不解，但拗不过儿子早已下了决
心，就答应让他做做看。但母亲有一个
前提：儿子必须先去大城市求职，在那
里的现代企业工作几年后，再回到家
乡。“直接回来继续做农业，就又要延
续以前的旧观念、老做法。去外面闯荡
历练能增长见识，得去看看人家现代化
的公司是如何经营的。”王秀萍有自己
的考虑。

丁旦来到上海，在一家大型广告传
媒公司上班，为大企业明确产品的市场
定位并制定相应的营销策划方案。这份
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不同层次的消费

者，也为日后自己面向细分市场推出更
多不同类型的产品积累了经验。2017年
底，丁旦完成了与母亲“在外工作历练
两年”的约定，回到高安市石脑镇。那
时，心心念念的家乡田野让这个充满干
劲的90后非常兴奋。

然而，没多久，现实便泼来一盆盆
冷水。头一年天气不好，丁旦又缺乏经
验，种粮没怎么挣钱；过了一年，丁旦
从村民手里流转了不少土地，准备做订
单农业，全部用于种粮，结果下半年又
遭旱情……

丁旦意识到，自己将事情想简单
了。即使在科技发展已改变农业“看天
吃饭”的今天，投身农业领域创业仍旧
要做好风险大、收益低的准备。光有热
爱和情怀还远远不够，更需要懂农业、
懂技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
要做，就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科技种田栽下“致富稻”

“现代农业必定是高效农业，离不

开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丁旦坚
信不疑。

2019年，他在基地里建起了1000平
方米的玻璃大棚、2300平方米的联栋温
室大棚，引进了一条全自动化播种流水
线，通过育秧栽培模式来统一进行催
芽、育秧、播种。与此同时，他还购入
旋耕机、插秧机、无人植保机、收割机
等数十台设备，推动基地内的水稻种
植、收割走向机械化。

此前，当地并没有太多农业现代化
的操作经验可供丁旦借鉴，要靠他带着
团队边摸索边探索。

以大棚育秧为例，受温度浮动变化
的影响，生长速度很难准确把控。白天
还没有种子露尖，晚上秧苗就忽然露出
了头。“此时，堆叠在一起的秧盘必须
铺 开 ， 不 然 秧 苗 会 被 压 坏 ， 影 响 长
势。”丁旦说。

2020年，丁旦在他领办的合作社中
引入无人机播种，用于早稻种植。而到
今年，公司无人植保机作业面积已占总
种植面积的 80%以上，机插秧比例也比
去年提升 10%。应用多种先进技术手
段，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增
加了农业收益。

想要做好农业，也离不开专业化的
技术团队。丁旦四处奔走揽才，组建起
了一支能拼能闯的青年团队。有了得力
干将，丁旦“种好粮”的劲头更足了。
他在种植富硒水稻时引入智慧农业系
统，消费者可以通过系统溯源，了解
水稻种植的全过程。此外，得益于智
慧系统，农民工作的标准化进一步提
高，可以降低农药、化肥的使用量，
水稻也更加绿色、健康。
“这几年，愿意回到农村发展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了，85后、90后、95后都有，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农业发展
需要年轻血液、需要新的理念和科学方
法。”丁旦表示，但尽管这样，大家对
于农业的传统观念仍旧需要时间去改
变，“有些家长还是不支持孩子将来回
到农村、继续吃‘种粮’这口饭。改变

这样的想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田管家”管出高收益

从2017年至今，丁旦带领团队完成
土地流转总面积近 1 万亩。土地流转以
后，面对如此大的种植基地，如何拿出
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成为摆在丁旦面前
的另一难题。

在基地种植劳作、经过了一段时间
的考察实践之后，丁旦决定采用“田管
家”三级管理模式——合作社分区域委
派“总管家”，“总管家”再在区域内根
据情况选拔村、组内的“小管家”。

“‘田管家’的名字好听好记，也
可以弥补之前单纯聘请农民管理模式所
存在的缺点，可以更好调动农民积极
性。”据丁旦介绍，聘请的“田管家”
不但有保底薪资，年终还可以拿到分
红，以此来充分保障农户利益。

2018 年，“田管家”模式刚刚推出
的时候，丁旦按月给管家们发工资，秋
粮利润“总管家”与公司各占一半，

“小管家”则视其负责的基地效益给予
适当奖励。但这样的激励并未取得丁旦
预想的效果，大家积极性有限。第二
年，丁旦进行了新的尝试，他将所有

“田管家”都纳入对半分的利润分成；
第三年，利润分成变为“田管家”得六
成，公司得四成，有些田块公司甚至将
利润降得更低，“总管家”“小管家”们
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

“‘田管家’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让
利。”丁旦介绍，公司不靠种粮赚钱，
而是把利润主要放在粮食加工和销售环
节。“田管家”获利更多，愿意全身心
投入，这样才能更好提升水稻的产量和
质量，丁旦便有更多时间从田里抽身，
谋划公司粮食加工与销售方向。

如今，丁旦有意向推广更多水稻品
种。“一些消费者有瘦身需求，会减少
碳水化合物摄入。我们也在考虑引入种
植低升糖指数的大米，希望能不断满足
消 费 者 ‘ 吃 得 更 好 、 更 健 康 ’ 的 需
求。”他说。

若是时间回到 6 年前，村里
人在田间地头见到丁旦，常会嘀
咕几句：“就是这个娃，出去留
学一趟之后还是回来种地，也不
知他咋想的！”这样的话丁旦听
过不少，但没往心里去。“那时
连母亲都不支持我的选择，何谈
能让父老乡亲们理解呢？”丁旦
对本报记者说。

可如今，这样的闲话再也没
有了。返乡创业以来，丁旦推动水
稻机械化种植、推出“田管家”，带
领更多乡亲走上了致富路。

9 月 ， 丁 旦 荣 获 2022 年 度
“全国十佳农民”称号。这位海
归“新农人”，正在广袤的家乡
土地上，实现自己最初“种好
粮”的梦想。

留学归来“种好粮”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近日，以“海聚湘江、智造未来”为主题的第
九届海归论坛在湖南长沙开幕。论坛由致公党中央
留学人员委员会、致公党湖南省委会、湖南省人民
政府侨务办公室、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湖南省归
国华侨联合会、湖南省欧美同学会 （湖南留学人员
联谊会） 联合主办。

本次论坛在前期开展的“揭榜挂帅”项目对
接、“线上云聘”、“海归人才潇湘行”等专场活动基
础上，开展“开放兴湘海归谈”、海归人才洽谈会、
湖南省“留学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项目选拔大
赛”决赛等主题活动。

论坛开幕式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论
坛在充分整合线下功能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线上平
台招才引智、招商引资，为用人单位和广大海外人
才提供便捷高效对接渠道，促进人才、技术、项目
洽谈与合作。

海归论坛走过9个年头，已发展成致公党湖南省
委会牵头打造的服务引才引智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载
体、促进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和助力
联系团结归国留学人员的重要活动。从第五届论坛
开始，主办方共邀请400多名海归博士参加活动，促
成 53 人入职、135 人签署意向协议，26 个项目落户
湖南。

（据中新社电）

本报长春电（记者祝大伟） 近日，吉林省印发
《关于激发人才活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
施 （3.0 版）》，进一步优化政策，加快实施人才强
省战略，建设人才聚集高地。

政策重点聚焦吉林省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需
求，从完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强化生活服务保
障、强化贡献待遇激励、加大人才管理机制改革、
支持用人主体引才育才和激励创新创业6个方面，着
力优化人才强省的软环境。

此次完善人才政策，吉林省突出了人才管理机
制改革，在放活人才评价管理机制、放活编制管理
政策、强化技能人才学历待遇保障、支持用人单位
柔性引才、赋予园区和企业自主职称评审权等方面
下大力气改革。

吉林省将下放省属事业单位自主评聘权限，建
立完善新兴业态专业技术职称评价标准体系，实施
吉林省万名人才专项编制保障工程。同时，吉林省
鼓励用人单位采取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方式柔性
引进高层次人才，对于用人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组建的创新平台及团队，由省财政择优给予最高
1000万元的资金补助。

创业资讯

吉林优化政策
加快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海聚湘江、智造未来”
第九届海归论坛开幕

本报兰州电（记者赵帅杰） 近日，甘肃省教育
厅、科技厅等 13个部门联合印发 《甘肃省关于进一
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从优化大学生创新创业环境、落实财税扶持
政策、促进成果转化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旨在提
升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进一步支持高校毕业
生创业就业。

《措施》 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自主
创业给予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支持，贷款最高额度
20万元；对高校毕业生创办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给予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支持，最高贷款额度300万
元；对高校毕业生创办的初创企业、合作社等经营
主体吸纳带动就业达到一定条件的，可按规定给予3
万元至15万元的创业带动就业项目补助。

《措施》还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产教融合型企
业利用孵化器、产业园等平台，支持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落
地发展。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为大学生优秀创新创
业成果开辟专区，每两年举办一届全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科技成果展，拓展成果转移转化渠道。

甘肃出台若干措施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甘肃出台若干措施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丁旦在检查水稻高速插秧机的插针状况，确保早稻机插秧环节能够正
常高效工作。 受访者供图

丁旦在检查水稻高速插秧机的插针状况，确保早稻机插秧环节能够正
常高效工作。 受访者供图

丁旦 （右） 与团队成员在田间查看晚稻秧苗长势。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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