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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农业经理人，也被称为“乡村
CEO”。今年是我跨行从事农业种植、管理、
加工的第 17 年，也是我注册德清星晴家庭农
场有限责任公司的第 7个年头。

这些年，我从承包 100 多亩土地开始，慢
慢扩大粮食种植规模。到现在，我已经承包
了 1000 多亩土地，成了德清县最年轻的规模
种粮大户。

2021 年 ， 我 种 植 的 水 稻 最 高 亩 产 达 到
1954 斤，水稻示范方最高亩产达到 1932 斤，
刷新了当年浙江省湖州市的水稻亩产记录。

随着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普及，我又
发挥自己懂机械的优势，陆续购入插秧机、

收割机、烘干机、
旋 耕 机 等 50 台

（套） 设备，用于
犁 田 、 插 秧 、 收
割、烘干等各个生

产环节。
为了提升水稻的品质，2019 年，我别出

心裁地请来了“新工人”——一群鸭子。但
也面临着新问题：稻和鸭真的能共生吗？1 亩
田放多少只鸭最为科学？

经过反复实践，30 天左右的稻苗和 20 天
左右的小鸭“相处”最为融洽。“鸭稻米”顺
势而出，因其独特口感受到消费者欢迎。

今年，我有两大期盼：一是期待有更多
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加入，实实在在地帮助农
民解决更多问题。二是购置一批无人农机，
将更多新技术落到农田里，解放人力。

（本报记者  窦皓采访整理）  

乡

村

有

了

新

岗

位

“乡村CEO”的新成就
■ 沈煜潮  浙江德清  农业经理人

2019 年 ， 我
正式开始经营“寻
篱原舍”，这是一
家位于贵州省贵阳
市乌当区偏坡乡的
民宿,我的职业就是民宿管家。

相 比 于 传 统 的 酒 店 经 营 者 或 服 务 员 ，
民宿管家和游客的接触会更深入。不仅仅
要满足他们的入住、就餐等需求，还要成
为一名“本地通”。比如为他们提供旅游攻
略，告诉他们贵阳有哪些值得游玩的地方，
最方便的交通方式是什么。偏坡乡是一个
布依族村寨，我还会告诉游客们一些布依
族文化和习俗，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地方。

民 宿 管 家 还 能 提 供 更 有 温 度 的 服 务 。
因 为 我 们 民 宿 在 村 里 ， 距 离 地 铁 站 较 远 ，
我通常会开车接送他们。早上，我还下厨
房给客人们做早餐，都是当地特色的美食。

早餐时间也是和客人们交流的好机会，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大家有了更多的情感
交流。

在我们当地，有许多村民以种菜、养家
禽为生，以前他们需要很早出门，乘郊区公
交车去市区卖菜。现在随着乡村旅游发展，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本地的村民
再也不用早起赶车了，他们的东西在本村就
能消化。我们还和乡里的非遗工作室合作，
介绍客人到工作室里体验布依族蜡染、扎染
等工艺，亲自做一件非遗产品带回去，客人
们很喜欢。

（本报记者  陈隽逸采访整理）  

稳稳起飞，播种、施肥、喷药，平稳降
落……每年在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我都
会根据当地农民的需求，在农田里进行无人
机飞行作业。

成为农用无人机驾驶员，还得从我上大学
开始说起。在校期间，我和我的团队获得过广
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无人机应用技术
项目团体赛一等奖等多个专业技能荣誉，这为
我现在的职业奠定了基础。

2023年，我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广西河池。
我发现，因为地形地貌限制以及技术落后的影
响，家乡农业生产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无人机在

农业中的应用，这
让我看到了将所学
技术应用于实际生
产的可能。于是，
我果断决定开始从

事农用无人机驾驶。
从前，在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农民

们需要人工播种、施肥、喷药等，不仅费时
费力，种植面积大的农户还面临着高昂的用
工成本。自从有了无人机，农业生产效率大
大提升，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
降低了成本；还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使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其他生产活动。

对于“农用无人机驾驶员”这个乡村里
的新职业，乡亲们从不吝啬赞许的目光和表
扬的声音。我十分开心，因为我的技术和服
务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本报记者  李维俊采访整理）  

如果不是成为
乡村规划师，来自四
川南充的我，不可能
有机会在安徽潜山
的乡村驻扎6年。

2018 年初夏，我得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北京公司在安徽开展传统村落保护试点
工作，正需要乡村规划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我报名参加。

刚开始村民质疑，一个外地小姑娘能踏踏
实实留在乡下，把村子规划好吗？我没有打退
堂鼓，而是选择租住在村民家里，与村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村里人种金丝皇菊，我就和他们
一起除草、采摘、包装。

万涧村是天柱山下的一个传统古村落，
有的民居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经过一段时间
走访，我发现如果仅仅是修缮，老屋的后续
使用问题，依然难以解决。

于是，我们成立了合作社，村民可以用
房屋、土地、山林和现金等方式入股。如今，
已经有超过 100 户村民加入了合作社，经过修
缮的老屋被开发成青年旅社。合作社还和村
民一起将弃耕农田复垦种植金丝皇菊，每年
可为村里带来 70余万元的收入。

村民的腰包鼓了，如何让古村落进一步活起
来？在修缮的老屋，我们打造了老年活动中心、儿
童图书馆，成立了黄梅戏、广场舞、诗歌等兴趣小
组。这两年，万涧村还办起了“村晚”，都是村民自
发创排节目。去年“村晚”选在了大年初三，我初
二就赶回了潜山，和村民们过了一个热闹年！

（本报记者  罗阳奇采访整理）  

开 门 笑 迎 四 方 客
■ 王敬田  贵州贵阳  民宿管家

用我的技术服务家乡
■ 潘国贵  广西河池  无人机驾驶员

2009 年，我即将毕业。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走进了一家茶艺山
庄，正好看到一位茶艺师在表演，
我被深深吸引。软磨硬泡下，我以
茶艺服务人员的身份留了下来，学
习长嘴壶表演。从此，我的工作与
生活就与茶叶结缘。

如今，我在重庆市经贸中等

专业学校担任教师。为了提升制
茶技艺，我带着学生奔赴 20 多个
产茶区县、拜访了 30 多位制茶大
师、试制了上百种茶树品种……
多年来，奔波忙碌、四处取经，
摸索出独具特色的制茶技术。这
也 为 我 服 务 农 村 茶 产 业 奠 定 了
基础。

为 解 决 永 川 红 茶 汤 色 暗 ，
易 出 酸 味 的 问 题 ， 我 们 研 究 出
红 茶 富 氧 发 酵 技 术 ， 即 在 红 茶
发 酵 过 程 中 增 加 氧 含 量 ， 缩 短
发 酵 时 间 ， 使 红 茶 汤 颜 色 更 鲜
艳、香味更纯正、味道更甜醇，
让 永 川 茶 被 越 来 越 多 人 熟 知 ，
造福了当地村民。同时，我还培
养 茶 叶 从 业 人 员 及 爱 好 者 6000
余人。今后，我将继续为茶文化
的 传 承 、 茶 产 业 的 发 展 尽 绵 薄
之力。
（本报记者  沈靖然采访整理）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青海湟
源姑娘，2016 年我怀揣将青海“名
片”打出去的创业梦想，回到海拔
3000多米的家乡创业。

“海拔高”“位置偏远”，这是我
上大学时常听到的对家乡的评价。
我就在心里暗暗起劲：要让大家知
道一个不一样的青海。

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南下广州
学习电商运营技术。有了电商运营
的经验，我回到湟源县开始电商推
广之路，将县域内的优质农产品通
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农村里的无业妇女是我们公
司的第一批员工。如今，湟源县庙沟
村妇女群众们已是熟练工人，每日
的收入足以补贴家用，幸福的模样
让我感触颇深。我们采取签订合同
的方式与本地农村 30 余个牛羊养
殖户合作，间接带动当地农户从事
牛羊养殖 40余户。看着一箱箱快递

发往天南海北，我内心非常自豪。
几年的摸爬滚打，让我体会

到质量是电商企业的生命线。脂
多肉少的羊肉不要，不是新鲜屠
宰的牦牛肉不要……我也很幸运，
自己辛勤的付出赢得了顾客和乡
亲们的认可。
（本报记者  贾丰丰采访整理）  

古 村 落 活 起 来 了
■ 刘  琳  安徽潜山  乡村规划师

与 茶 文 化 结 缘
■ 陈应会  重  庆  茶艺师

打造不一样的家乡
■ 滕欣妤  青海湟源  电子商务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立足林果蔬畜糖等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打造形成了

粮油、糖业、蔬菜、水果、蚕桑、茶叶、中药材、家

畜、家禽、渔业十大千百亿元特色产业集群，糖

料蔗、水果、蚕桑、秋冬菜、近江牡蛎、罗汉果、茉

莉花（茶）等产业规模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成

为全国有名的“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肉案

子”“茶缸子”。

强化总体设计，扎实推进品牌建设

广西坚持将农业品牌培育作为推进农业强区

的重要抓手，强化部门联动，加大政策支持，先后

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广西农业品牌建设的指导意

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等政

策文件，成为全国率先建立农业品牌目录制度的

省份之一，着力打造高端农产品品牌标杆。目前，

全区累计认定“桂字号”农业品牌目录 7 批次 641

个品牌，总产值超过 1600 亿元，品牌总价值超过

5000亿元。

聚焦品质提升，筑牢品牌发展根基

2017年以来，广西大力实施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建设，累计创建 18 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数量居全国第一，创建68个广西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创建以农产

品品质提升

为 着 力 点 ，

聚焦品种培

优 、质 量 认

证 、标 准 建

设等关键环

节 ，突 出 打

造 绿 色 、生

态 、富 硒 的

农业品牌优

势 。 近 年

来，全区新认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 545

个，新增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面积 221 万亩，

2024年总产值超过191亿元。

创建精品品牌，推动品牌高质量发展

2022 年至 2024 年，广西梧州六堡茶、百色芒

果、荔浦砂糖桔、钦州大蚝、恭城月柿等 7 个品牌

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名单。2024年，

梧州六堡茶、横县茉莉花茶等12个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入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入围品牌数量

居全国第二，品牌总价值达 906.8亿元。其中，百

色芒果、钦州大蚝、恭城月柿等地理标志农产品连

续3年上榜。

加强宣传推介，提升品牌知名度

广西广泛开展农业品牌宣传，在多个媒体平

台累计覆盖 7.9 亿人次；新媒体平台累计发布推

介稿件 5049 篇，阅读量超 6289 万人次；制作广西

沃柑、荔枝、芒果等 28 个“桂字号”农业品牌宣传

片，充分展示农业优势地位、品牌特点和联农带

农富农成效，让一大批“桂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

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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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芒果百色芒果

恭城月柿恭城月柿

横县茉莉花茶横县茉莉花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