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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有座现代农场

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是典型的
山区县，群山环绕，纵横交错，东
江流域的重要干流新丰江正是发源
于此。

这里是潘伟的故乡，也是他回
国创业的首选地。2017年，潘伟从
广 州 回 到 县 里 ， 做 起 了 “ 新 农
人”。潘伟在美国匹兹堡博恩特帕
克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在乡亲
父老眼中是个“喝过‘洋墨水’”
的高材生。

“他回来种地能行？”不仅家人
不支持，乡亲们也不太理解。

潘伟有自己的打算。美国留学
期间，他曾居住在一户寄宿家庭
里，与许多美国家庭不同，潘伟的
房东很少在超市里采购蔬菜水果，
而是每周末前往当地一家农场参与
农事劳作，同时采摘一些自己日常
需要的农产品。当时，这种“社区
支持农业”的新型经营模式让潘伟
很感兴趣。

“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能清
楚地了解自己的食物来源，这就和
农户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消费者
可以亲自参与农业生产，在体验农
业生活的同时以实惠价格买到新鲜
优质的农产品。”潘伟说。

回到新丰县后，瞅准当地温差
大、水土条件好等优势，潘伟与几
名搭档尝试打造“蔬东坡”农场。
他们花了大半年时间选址，最终选
定在横坑村，租下了100多亩地。

7年间，“蔬东坡”农场变化喜
人。从最初的露天种植，逐渐升级
为简易棚，再到圆拱棚、锯齿棚、
水肥一体化，如今，更是一座拥有
双锯齿大棚、物联网智能环控、荷
兰进口浇灌系统的现代农场。从面
积上看，潘伟的农场从 130 亩扩大
到了 300 亩，每年能为珠三角地区
近 300 多个家庭、餐厅和饭堂供应
当季新鲜健康食材。

想要做好生态种植并不容易。
面对夏季炎热、冬季霜冻等问题，
潘伟与团队通过科技手段，悉心钻
研，不断改进大棚。遇到虫害困
扰，潘伟一遍遍查阅国内外相关论
文、请教农业专家，终于辨别出虫
害种类，找到了解决办法。

近年来，潘伟与多家研学机构
合作，将农场打造成亲子教育基
地，开发了一系列农耕教育、自然
科普等课程，为广东省内中小学生
和学生家长提供走近田园、体验农
耕的自然教育场地。农场内有近
100 个种植单元，每一个单元的植
物处于相对独立的生长阶段，学生
得以看到植物在不同生长周期中的
不同形态。

现在一到周末，农场里就少不
了欢声笑语，非常热闹，这种寓教
于乐的方式很受大家欢迎。潘伟
说，农场每个月都要接待十几个旅
游团，游客不仅来自省内，也有来
自福建等邻近省份的，甚至还有来
自香港、澳门等地的客人。

农场发展壮大，潘伟从未忘记
乡亲们。为了让大家增收致富，潘
伟还邀请附近村民担任农场讲解
员，让他们把自己最熟悉的农业知
识与经验讲给游客听。

面对这新颖岗位，村里的“老
把式”干劲十足，在潘伟的鼓励
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农场，农
闲时就去给游客们“讲讲课”。

游 客 听 得 有 滋 有 味 ，“ 讲 解
员”越讲越有劲。

“我们准备在农场内新建一条
农业展示长廊，陈列农产品、农业
机械等，让游客可以更加直观地了
解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如今的中
国乡村大有可为，会是更多海归青
年实现创业梦想的地方。”面对未
来，潘伟充满信心。

小镇建起电商平台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王杲铺镇
种植黄瓜已有近30年的历史，全镇
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庄种植大棚黄

瓜。2011年，在德国埃森经济管理
应用技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栗超
返乡创业，从黄瓜高产大棚到“订
单式种粮”再到农副产品电商直
播 ， 他 不 断 创 新 农 业 发 展 模 式 ，

“归雁”成了致富带头人。
2019 年，王杲铺镇党委牵头成

立了杲城合作联社，栗超被推选为
理事长。王杲铺镇拥有4000多个大
棚和 1 万多亩地的黄瓜，为了提升
当地农业发展水平，栗超积极联系
相关科研单位，定期邀请专家前来
开展技术讲座，通过现场教学等方
式普及专业种植技术。他还与山东
省农科院的专家签订了种植协议，
请专家来做黄瓜增产实验。

从种子、化肥等农资的采购，
到粮食生产环节的技术指导；从提
高种植管理水平的专业培训，到改
进粮食晾晒烘干存储环境……事无
巨细，栗超希望能带领合作社，为
当地农民提供全链条式服务。

“ 我 们 改 变 了 原 有 的 种 植 模
式，从以前的一茬种植改变为现在
的两茬种植。通过改良品种，黄瓜
的亩产量得到了明显提升，每斤售
价也比以前增加了两毛钱，相当于
一亩地可以多卖两万多块钱。”栗
超说。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民收入，栗
超还鼓励农民种植糯玉米。和普通
玉米相比，糯玉米的价格每斤贵一
毛钱，每亩地可以实现增收 300 元
左右。杲城合作联社积极发展糯
玉米的订单农业，利用糯玉米再
进行变性淀粉的深加工，延长产
业链条。

这几年，电商直播红红火火，
栗超也一直十分关注电商发展。为
拓宽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打破
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栗超把当地
的优秀青年人才召集起来，筹建杲
城合作联社电商运营中心，用直播
带货的方式“带火”了德州的农特
产。如今，合作联社通过电商平台
销售的农产品种类达二十余种，单
日发货量突破 7 万件，平均日交易
额为 100 余万元，2023 年电商销售

额达到1.3亿左右。
“我们不仅组建了一个以年轻

人为主的团队，以互联网为核心进
行电商运营，还创建了自己的新媒
体平台。我们拍摄记录村民日常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有趣故事，发布在
平台上，以此为切入点进行产品宣
传和销售。”栗超说。

今年，栗超将目光投向了跨境
电商业务，希望能让德州及周边市
区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销往全
球更多国家和地区。杲城合作联社
已先后投资2000余万元建设杲城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占地面积近 45
亩，其中包含粮食储备库、烘干车
间、乡村振兴直播基地、科技研发
中心等，有效提高了粮食收储能力
和品质。

返乡创业多年，栗超先后获
得“齐鲁乡村之星”“德州市劳动
模范”“德州市农民工之星”等荣
誉称号。如今，他还有一个新身
份——德州市人大代表，“回引在
外人才”是他履职中关注最多的
课题之一。

“年初，我们乡镇建立了在外
人才信息库，搭建‘杲城老乡云之
家’平台，将近 700 名在外人才分
类纳入数据库。”栗超说。“乡村全
面振兴，人才是关键，如何提升乡
镇对人才的吸引力尤为重要。我们
希望借助更多方式，帮助在外人才
更多地了解家乡，通过政策支持等
渠道提高人才薪资待遇，营造更好
工作氛围，吸引更多人才加入返乡
干事创业的队伍。”

村里飘出咖啡香

漫步于秀丽村落，远处的秦岭
隐约可见。在陕西省西安市上王
村，毕业于美国纽约室内设计学院
的张妍，想给“村咖”玩出些“新
花样”。

留学期间，张妍参观了许多博
物馆和美术馆，给自己的设计理念
带来了不少新灵感。

回国后，面对大城市的喧嚣和
忙碌，张妍萌生出一个想法：可不
可以放慢脚步，打造一个让大家能
够暂时放下繁忙工作、享受休憩时
光的地方？

经过反复考察，张妍最终选择
了西安郊区的一个村子——上王
村。“这个村子是一个很有活力和
潜力的地方，它的位置距离西安市
区不远，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这
里可以‘闹中取静’。”张妍说。

在上王村，张妍创办了“18号
咖啡工厂”。为了让这家咖啡馆能
体现出更多西安的传统文化特色，
她在设计上花了许多心思。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
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妍注
重将咖啡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设
计中的创意随处可见：店内窗户
上贴着西安著名的手工宣纸、墙
壁上展示着多幅人文类的摄影作
品、店内好几套传统桌椅是她自
己动手制作的……放眼看去，几
处布置让人眼前一亮，就连她与
父亲的书法作品，也为店内风格
增添了不少意境。

“我想在咖啡厅中加入我们西
安本土的文化特色产品，尽自己的
微薄之力让更多人喜欢上西安的传
统文化。”张妍说：“如今喜欢喝咖
啡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希望能有更
多顾客在忙碌的生活之余，可以静
下心品尝咖啡，留住闲暇时光。”

谈到咖啡厅未来的打算，张妍
说：“我想尝试把这家店办成海归
群体的聚集地，这和我们开这家咖
啡厅的初衷是一致的。我认识很多
留学生，他们中有些人回国后面临
着不小压力，有的来自工作、有的
来自生活，需要找到一个可以放松
和休息的地方。”

通过定期举办留学生沙龙等活
动，张妍希望自己能为西安及周边
地区的海归提供一个交流和学习的
平台。

“现在青山绿水越来越美，来
到村里的海归也越来越多啦。”张
妍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爱农
村、懂技术、善经营的海归
青年来到乡村，从“外出逐
梦”到“回乡筑梦”。乡村全
面振兴，是呼唤人才的舞
台，也是造就人才的沃土。

这些海归青年在田间地
头挥洒汗水，返乡创业带动
乡亲增产增收，助力当地产
业发展和乡村文化建设，诠
释了青年人的责任担当。近
日，几名海归创客讲述了自
己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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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天台县龙溪乡素有“中国名茶之乡”等美誉，拥有
3270亩茶园。近年来当地加大茶业“新农人”引培制度，夯实茶
产业发展基础，助力黄茶产业提档升级；成立共富工坊，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图为天台县龙溪乡天柱峰茶园。

汤招斌摄

克孜尔石窟内，赵莉对着壁面上的切割痕迹，与电脑里的数百张照片来
回比对，题材内容、颜色、纹饰图案，都要一一对应。突然，脑海中一张照
片精准镶嵌进了缺失的那块壁面——这样的“灵感突现”，源于她对每个洞窟
每幅壁画以及被揭取痕迹的熟悉程度。在克孜尔石窟群穿梭了32年，作为克
孜尔石窟研究院研究馆员，每一个洞窟都深深刻印在了她的脑海中。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的明屋塔格山
悬崖上，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也是中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
西的大型石窟群。20世纪初，先后有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探险队来到这
里，劫掠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运到海外。

1992年到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工作后，赵莉通过调查测量，发现克孜尔石
窟被揭取壁画的面积近500平方米，涉及59个洞窟。

2002年，赵莉到德国柏林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
馆 （原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 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流失海外的龟兹石窟壁画等
文物。她暗下决心：以后要重返这里，系统调查龟兹石窟壁画。

回国后，赵莉开始学习德语。2012年，她获得去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做
访问学者的机会。一年多时间里，她对该馆收藏的包括壁画在内的4594件新
疆文物进行拍照、测量、记录，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文物库房里不能喝
水，不能吃东西，为了赶时间，我往往从开馆后一直工作到闭馆前。”

2002 年至 2016 年间，赵莉还到收藏龟兹石窟壁画的多个博物馆获取资
料，共收集到8个国家20余家博物馆收藏的487块壁画的高清图片。

相比调查和收集资料，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归原位更
具挑战性，“有些被揭取的壁画边缘残损严重，衔接不上；有些大幅壁画被分
割成小块揭取，运到海外后重新拼接时错位，同一洞窟不同部位的壁画被错
误拼接，不同洞窟相同题材的壁画甚至被张冠李戴。在考证壁画原位后，我
在电脑里将壁画照片进行裁剪，再重新排列组合。”赵莉说。

只有对每个洞窟了如指掌，做到胸有成竹，才能完成复原。从参加工作
开始，赵莉白天上洞窟，晚上读佛经，“只有熟悉相关佛经，才能考证壁画题
材内容的出处，把壁画和佛经对应起来，了解壁画里的世界。”

数不清在克孜尔石窟群跑了多少趟，在千疮百孔的洞窟里，赵莉对着壁
面，在电脑里将一块块拼接错误的壁画图像拆分、组合，再重新归位，“要核
对壁画图案是否吻合，尺寸是否合适，有些看着对了，过两天再一看，又发
现不对的地方，只能重来。”

直到 2020 年，克孜尔石窟大部分壁画找到了原位，并进行了图像复原。
赵莉将这些复原的壁画集结成 《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 出版，收录图版
1200余幅，是目前为止收录克孜尔石窟流散壁画最全的大型研究性图集。“仍
有40多块残片找不到位置，可能它们所在的洞窟壁面早已坍塌，永远也找不
到原来的‘家’了。”赵莉难掩伤感。

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群的一部分。现在，赵莉已经开始另外两大石窟——
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赛姆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工作。“已经搜集到了200余幅
高清图片。”赵莉说。

赵 莉：

走在石窟壁画复原
研究的路上

本报记者 李亚楠

潘伟在“蔬东坡”农场给参加研学活动的孩子们做农业知识科普。潘伟在“蔬东坡”农场给参加研学活动的孩子们做农业知识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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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妍在店内制
作咖啡。

张妍在店内制
作咖啡。

赵莉在工作中。赵莉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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