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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田野上，智能灌溉系统
精准滋养土地，现代化收割机来回
穿梭……近年来，无人机驾驶员、农
业经理人、农民主播等“新农人”不断
涌现，他们既能下田管地，也能主动学
习新技能，还能积极拥抱互联网，用创
新的思维、技术和模式，为农业发展注
入了新活力。统计显示，目前中国累计
培育900多万人次高素质农民。尝鲜新
技术、涉足新业态，一批批高素质“新
农人”积极拥抱专业化、规模化、标准
化的现代经营理念，为农业农村发展保
持稳中向好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

种田引入新花样

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一个个爱
媛橙通过近红外光谱的扫描，机器另
一端连接的大屏立马显示出橙子内部
的透视图，每颗橙子的“糖度图谱”
跃然屏上。根据综合测得的重量体
积、外观瑕疵度和酸甜度数据，爱媛
橙被自动传送到不同的轨道上。这是
四川省邛崃市叶绿体家庭农场负责人
汤鑫晨和农业科技公司道创智能共创
的 AI 分选机，有了这个黑科技，可
以高效地筛选出高质量优果，保证产
品的风味和品质。

95 后小伙汤鑫晨毕业于四川大
学计算机学院，两年前他还是互联网
大厂的一名产品经理，现在则是回到
老家四川邛崃创业的“新农人”，承
包了 200 亩果园，管理着 1000 亩水
稻。今年，他还加入了当地一家农机
合作社，当上了合伙人。

回村种地，汤鑫晨最先瞄准了种
植果园，通过自学和向专业人士请
教，花了两个月时间，将果园中最差
的60亩猕猴桃全部砍掉，推平重建，
种上了柑橘，其余140亩猕猴桃通过
改土、修枝、补苗等，改造为标准化
农场。他还用上了很多新技术、新方
案，去解决传统种植的难点。

“我们直接是面向机械设备来建
的，所以在果园中间预留了大通道，
来过无人车。”汤鑫晨说，他与科技
公司沐秦智能合作，引进无人车作
业。“它可以自主规划路线，喷洒农
药、微生物菌剂。”汤鑫晨说，只需
要人工更换药箱，无人车就能以每小
时 10 亩的效率进行作业，并且比空
中无人机的叶面喷洒，更能“直击”
水肥、药效更好的果叶背面。按照每
天工作 10 小时计算，一台无人车只
需要 2 天半时间就可以完成 200 亩农
场的植保作业。

去年 9 月，汤鑫晨创立了“就
就就”水果品牌，意思是“就回农
村、就种地、就搞农业”，这一品牌
理念折射出他回村创业的信心和干
劲。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回乡
创业的视频，汤鑫晨的经历吸引了
许多网友围观，全网播放量突破上
千万次，2023 年度线上销售额达到
300万元，也帮助村里的一些农户拓
展了销售渠道。

像汤鑫晨一样，一批又一批年轻
人成为“新农人”，从“人拉肩扛”
到全程机械化，从“靠经验”到“靠
数据”，他们开得了新农机、玩得转
新农技，种田引入新花样，将传统农
耕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提高
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建三江
分公司，农业物联网建设方兴未艾。

“地块不同，土壤养分情况不同，肥
料投入也得跟着变。”在水稻示范
区，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勤得利分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何培雄正向种植户介绍变量施肥的好
处，“我们将遥感高光谱数据处理、土
壤养分模型建立、无人机作业等技术
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依托‘空天地
人一体化农情监测系统’，即时监测
水稻肥料需求，实现追肥作业的精确
化、数字化。”

何培雄在甘肃农村长大，对农业
十分熟悉。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
何培雄一头扎进北大荒，从事农业生
产工作十余年，进行了 6 项发明创
造、8项技术改装，转化水稻测深施
肥插秧、变量施肥、智能轨道运输车
等科技成果12项，推广农业农机新技
术20余项，还荣获了全国农业劳动模
范、黑龙江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被水稻种植户亲切地称为“小能人”。

农用设备科技改革为农业带来了
极大便利和效率，如何让智慧农业在
这里落地生根，是何培雄奋斗的目
标。经过努力，何培雄研发出手机无

线电机井遥控装置，减轻了种植户抽
水泡田的工作量。如今，这项装置在
建三江管理局 54 万亩水田、1800 眼
电机井上推广应用，节约了劳动成
本、电力资源和水资源。

这些年来，他先后开发了基于
物联网技术的水稻育秧大棚智能化
管理系统、催芽箱体苫布自动收放
装置、水稻田间智能轨道运输车及
转弯系统。他还在当地开办了无人
机培训学校，引导和带领农场的大
学生及水稻种植户先后成立了农机
专业合作社和创新工作室。经过努
力和发展，他的创新工作室现已发
展会员300余人。

今年 7 月，正在田间观测水稻
长势的何培雄，收到了一份特殊礼
物——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录
取通知书。农业企业现代化发展是
何培雄未来的努力目标，因此他选
择企业经济学作为自己博士研究生
阶段的专业。“我希望自己能够不断
提升理论素养和综合能力，专注研
究 现 代 农 业 企 业 国 际 化 经 营 等 课
题，使更多中国农产品走出国门，

在国际市场中获得更大影响力”。

直播间里卖农货

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黄寨村，
这里蜂箱成排，嗡嗡声不断，空气中
弥漫着甜蜜气息。一个年轻小伙身着
防护装备，细心地检查每一格蜂巢。
小伙子名叫李卫祥，今年 23 岁，不
久前因为在线上宣传自家蜂蜜，嘴唇
被蜜蜂蜇咬而肿胀的画面走红网络，
获得众多网友关注。

在回乡继承养蜂事业之前，李卫
祥当过厨师、理发师、销售、健身教
练等，但屡屡受挫。去年 10 月，李
卫祥从销售农产品的电商主播身上得
到启发，下定决心投身养蜂产业，希
望通过直播和拍摄短视频的方式销售
自家蜂蜜。然而，初期线上的宣传效
果并不理想，直播间人气不旺，不温
不火。

今年4月，李卫祥在录制一场蜂
蜜知识科普视频的时候，由于没有戴

纱网帽，直接在蜂箱旁录制，一只蜜
蜂蜇咬了他的上嘴唇并导致嘴唇肿
胀 。 面 对 这 一 突 如 其 来 的 “ 小 插
曲”，李卫祥将这段经历剪辑后发布
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引起了大家的关
注。为了促进伤口恢复，他的父亲特
意给了他一块蜂蜜，然而他又被潜伏
在其中的蜜蜂叮咬了下嘴唇，双唇显
著肿胀。这样戏剧化的经历让李卫祥
收获了一大波关注和流量，他的直播
间人气高涨，短短几天就售出了几百
斤蜂蜜。

“我爸养蜂40多年，一年到头都
在操劳特别辛苦，但收益很微薄。”
在谈及电商对蜂蜜销售的作用时，李
卫祥感慨地说，“现在我通过做直
播，能够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在直播
间和商品橱窗下单，让蜂农们的钱包
鼓起来。”

李卫祥在村里带了个好头，有不
少年轻人也回到了村里或是准备回
村。“农村天地广阔，大有可为。以
前，我们父辈的农具是锄头铁铲，而
今我们的农具可以是手机。”李卫祥
说，“让家乡变得更好，如果我们能

出一份力，更觉得自豪。”
2024 年 3月，商务部等 9部门联

合印发 《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用 5 年时
间，培育 1 万名左右农村电商带头
人，农村电商就业创业带动能力进
一步提高。

如今，一大批年轻人成为“新农
人”，运用电商开辟销售新渠道，在
直播间里卖起了农货。

在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
镇老栗树明清栗园中，一棵棵栗树沐
浴在阳光中，树下，北京老栗树聚源
德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李思鹏正在和
工作人员商量助农直播的流程。

渤海镇种植板栗已有近千年的历
史，全镇以板栗为农业主导产业，然
而随着市场变化，怀柔板栗产业发展
进入瓶颈期。一方面全国板栗种植面
积扩大，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本地板
栗种植粗放，销售渠道单一，越来越
卖不上价。

作为土生土长的怀柔人，李思鹏
自小对板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目睹
了本地板栗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后，2017 年，从教育专业毕业的李
思鹏加入由父亲创办的板栗种植专业
合作社。“‘夏天看栗花，秋天收板
栗’是我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我喜
欢 板 栗 ， 觉 得 应 该 为 家 乡 做 点 什
么。”李思鹏说。

李思鹏带领当地农民进行专业培
训，购买和研制专门的板栗加工装
备，开发了开袋即食栗仁、速冻栗
仁、速冻栗蓉包、板栗馅料、板栗糕
点等各类板栗产品的精深加工，形成
了系列工业化板栗产品。

板栗质量上去了，李思鹏又开始
琢磨销售渠道。一方面，合作社与元
古、墨茉点心局、北京稻香村等商家
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他带领团队在
淘宝、京东等平台上成立网店，紧紧
抓住线上零售这条路。直播、抖音、
微信公众号，李思鹏把不少新渠道引
入合作社，进一步拓宽了“老栗树”
品牌影响力。为开拓线上市场，他联
合各大电商平台，打造“栗子队长”
网红形象，并通过活动直播、体验式
消费等形式，让消费者全面了解怀柔
板栗。

“老栗树”逐渐打响名头，吸引
了不少青年回乡就业。李思鹏的新团
队大部分是 90 后，线上旗舰店、社
区团购、直播、短视频……面对互联
网时代的消费者，他们用全新的营销
思维和手段使古栗树焕发新生机。

眼下，渤海镇不少民宿都推出了
板栗宴，板栗烧肉、栗子面窝头等特
色美食备受青睐；青年设计师挖掘栗
蓬和栗壳染色的价值，开办植物染色
艺术馆，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实现传
统种植业和现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壮大“新农人”队伍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为支持
“新农人”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
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相
关政策，多措并举壮大“新农人”队伍。

突出引育并重，壮大群体规模。
各地政府为“新农人”搭建培训平
台，建立孵化园区，成立服务中心，
使有想法有能力有技术的“新农人”
得以大显身手，高素质农民的比例越
来越高。

今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发布现
代“新农人”培育行动计划，提出加
大引育农业农村科技、农业生产经
营、乡村电商促富等乡村“十路人
才”，力争到2027年，培育现代“新
农人”总量达到10万人以上。

走进浙江省杭州市径山书院，一
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对着手机镜头
介绍自家特色的农产品。今年 7 月，
第二季“浙江省新农商农村主播培养
计划”（以下简称“农村主播培养计
划”） 活动在这里举行。

农村主播培养计划面向浙江省内
从事农产品销售、农业服务业、乡村
旅游业及三农相关行业，对农村直播
有兴趣的人进行招生，旨在培养一批

“自产自播，在地直播，人人主播”
的乡村本土网红。

“培训班精心设计了课程，涵盖
现场直播实战演练、提升主播镜头感
以吸引流量的法则，以及新农商主播
必备的语言表达技巧等多个关键领
域，为学员们带来前沿实用的直播全
流程技巧。”径山书院培训部主任叶
小倩向笔者介绍，今年培训计划还新
增了“新农商个人肖像 IP 塑造特
训”课程，帮助学员找到适合他们发
展的个性化赛道。据了解，自 2023
年9月至今，有1000多人参与这项农
村主播培养计划，其中不少已经“成
才起飞”，助推浙江农业产业兴旺与
共同富裕。

做好人才服务，优化成长环境。
在安徽，省新农人协会成立，打造一个
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全省“新农
人”交流合作平台；在河北省邯郸市涉
县，成立了电商网络直播协会，开通

“涉县甄选”抖音号，并依托占地2200
平方米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培育了一批
专业农民主播；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
区组建“新农人”发展联盟，通过搭建

“人才＋技术＋产业”平台，凝聚“新
农人”示范带动和创新创造合力……各
地通过积极推动产学研赋能，不仅招引
来“新农人”，更提升他们的技能水
平，让他们留得住、能发展。

多个高校也积极引导学生走进乡
村，练就兴农本领。自 2009 年中国
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建立全国第一个
科技小院以来，积极引导学生走进田
间，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
起来，将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
扎根乡村进行科学研究。

“15 年来，我校已培养超过 700
名科技小院毕业生，有 80%左右的
毕业生选择投身于农业相关领域的
工作之中，不少人更是直接走进田
间，成为‘新农人’，积极参与基层
农业生产。”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
管理办公室主任李学迪介绍，“随着
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农业产量，
科技小院学生们也在向‘新农人’
的转变中，不断助力农业的高产高
效、绿色发展。”

干好新农活 增添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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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4年5月，中国农业大学
科技小院研究生叶松林 （左一）、郝展
宏 （右一） 和王庄科技小院的学生，
在河北省曲周县王庄村“绿色吨半
粮”试验田中查看小麦长势。

图②：汤鑫晨和农业科技公司道
创智能共创的 AI分选机在筛选优质爱
媛橙。

图③：李思鹏在古栗树下采摘栗子。

图④：在第二季“浙江省新农商
农村主播培养计划”活动期间，农村
主播们在接受直播实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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