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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夏县：
机声隆隆麦收忙

5月23日，农机手驾驶联合收割

机在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瑶峰镇周村

的麦田里进行收割作业。

当前，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播种的

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广阔的

田野上麦浪滚滚，机声隆隆，一派丰

收繁忙景象。

人民图片

■宋晓冬

今年小满前后，洛阳仟汇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的600
余亩金银花进入采摘期，每天
采摘金银花1500公斤至2000
公斤左右。种植基地位于河
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前坪水库
周边，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生机
勃勃的金银花田，在绿水青山
间，展现出一幅乡村振兴的新
画卷。

为了拉长产业链条，让金
银花优质更增值，公司董事长
赵勇于今年初在湖北咸宁收购
了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金银花饮品的生产研发基
地。目前，公司开发的葡萄糖
金银花饮品、维C金银花饮品、
金银花浓缩液等产品已成功上
市，市场反响良好。

以“公司+农户”“增值带种
植”为基本模式，洛阳仟汇农业
正在探索一条金银花做大做强

的产业发展之路，在带动汝阳
农业增收、农民增效，赋能乡村
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金银花是一种药食兼用植
物，种植适应性强，理论收益三
十年以上，亩产可达9000元—
1.5万元。第一年种植后，主要
工作是塑形、摘花、除草、剪枝、
施肥等。对比传统种植农业，
金银花种植具有一次投入长期
受益、劳动强度低、致富带富能
力强等特点。

正是看中了金银花种植的
特点和广阔的市场前景，赵勇
于2022年底从北京返回家乡，
从多年的电商运营行业投身到
金银花种植中来。经过近三年
的探索，洛阳仟汇农业在金银
花产业发展上，探索出了“优选
品种、规模种植、注重品质、拉
长链条”的发展之路。

通过引进优良品种，仟汇
农业种植的600余亩金银花实
现了第一年种植、第二年开花、

第三年批量采摘，大幅缩短了
种植收益周期，增强了产业发
展的信心。同时，优良品种也
保障了金银花的高品质和有效
成分的高含量，为下一步的产
品加工提供了良好基础。

在规模种植上，洛阳仟汇
农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一期
发展种植600余亩。通过实践
证明，在坡度为25度以上的土
地种植金银花效益良好。经过
调研，汝阳县适宜种植金银花
面积至少在2万亩以上，主要
集中在十八盘、上店、柏树、刘
店等丘陵乡镇，该区域水土条
件良好，是多种道地药材的产
地，为金银花规模化种植提供
了有力支撑。

为提升金银花品质，在优
选种植品种的同时，洛阳仟汇
农业优选种植基地，将种植基
地设在环前坪水库周边，该区
域平均气温14.2摄氏度，平均
相对湿度 66%，全年无霜期

220 天以上，平均降水约 761
毫米，全年水质为Ⅱ类标准以
上，周边无工矿企业，是金银
花种植的理想之地。通过优
化金银花种植过程管理，严控
农业化肥等的施用，洛阳仟汇
农业的金银花实现了产量和质
量双提升。

5月中旬，随着“豫见儒阳”
系列金银花饮品产品发布会的
举行，金银花饮品量产上市，不
仅实现了金银花的深加工和高
增值，也解除了大规模种植带
来的产品销路顾虑，为扩大种
植规模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汝阳县位于豫西
伏牛山区，在农业产业化方面，
有红薯、香菇、杜仲等5项农产
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特
色农业年综合效益60亿元以
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
生态条件，适合包括金银花在
内的多种中药材种植。

赵勇表示，公司计划用三
年时间，完成 1.5 万亩的种植
目标，建成豫西最大的金银花
交易市场，完成配套产业的建
设，打造金银花产业发展的全
生态链。

小小金银花，正在成为汝
阳农业产业化，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的新引擎。（图片由洛阳
仟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孙 勤 王龙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
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
铸魂工程，是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新时代乡
村文化振兴面临文化建设人才
流失严重、文化传承创新意识
薄弱、文化事业产业发展低效
的现实困境，亟须在理论和实
践层面予以破题。作为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和区域的

“文化高地”，地方高校与地方
文化发展同频共振，是促进乡
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力量，在发
展乡村文化事业方面具有研究
引领、教育培训、科技赋能等独
特优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面对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
挑战，高校需要进一步依托其

在文化传承、研究、创新与推广
方面的资源禀赋，从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创新氛围、评价机制
及师资建设等多维度出发，全
面培养具有更高素养、更强能
力、更新技能的人才，多层次、
全方位地打造乡村文化振兴生
力军。

在科研创新层面，高校应
聚焦文化研究，力求产出硕果。
要注重培养师生的问题意识和
批判精神，使研究课题更为聚
焦，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传统
价值与时代内涵，推动对乡村
文化的创新性解读与转化。通
过搭建科研创新平台，联合政
府、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研发
满足乡村文化传播需求的产品
与服务，如数字文化展示平台、
智慧文旅系统等，推动乡村文
化的现代化和科技化。同时，
高校需把成果转化作为衡量科
研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加强
与乡村实际的结合，确保科研

成果能够真正服务于乡村文化
振兴。此外，要不断强化理论
研究，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与
乡村文化振兴之间的关系，揭
示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和
根本原因，为乡村文化实践提
供更加科学性、针对性理论框
架支撑。

在融合共建层面，高校需
打破学科壁垒，推动交叉融合。
发挥高校在文化、科技、人才间
的“纽带”作用，根据乡村文化
振兴需要以及学校特色优化专
业设置、融合“新工科”与“新文
科”，将现代科技思维与技术融
入文化课程，培养学生跨学科、
跨领域的综合素质。同时，加
强实践场域建设，开展订单式
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校村、校
所、校企的深度融合，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实地学习与实践机
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
乡村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提升
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在乡村

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高校需
立足地方特色，深入挖掘本地
文化资源，围绕良好乡风、公共
服务、文化传承、红色文化、文
旅融合等方面，利用新技术与
新理念提升地方文化的创造力
与生产力，助力乡村打造独具
特色的文化品牌。

在机制保障层面，高校需
完善配套体系，确保创新长效。
强化党建引领作用，统筹协调
工作力量、规划实施、推动落
实，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高
水平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坚强
战斗堡垒。大力宣传、弘扬人
才投身乡村文化振兴的感人事
迹，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滋养师生
的乡土情感。注重发挥党员师
生在科研创新和文化实践方面
的带头模范作用，攻克科研难
关，下沉乡村一线。同时，创新
构建多元化教师团队，推动教
师角色转变与提升，满足人才

培养的多元化需求，实现高校
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同频共
振、互融互促。不断拓宽师资
力量来源，建立校内校外双重
师资队伍保障，挖掘乡村文化
创新课程，分类施教，精准赋
能。此外，创新教学评价机制，
形成正确的人才评价体系，将
科研成果转化纳入高校考核目
标以优化人才结构。培养本土
人才队伍，提升乡村文化振兴
的可持续性与内生动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乡
村文化振兴需久久为功。高
校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人才培
养任务紧迫且意义深远，必须
立足国家战略高度，以更宽广
的视野、更长远的规划，培养
更多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高素质人才，为乡村文化
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第
一作者单位系安徽财经大学；
第二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文
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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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汝阳河南汝阳：：金银花开富民兴业金银花开富民兴业

洛阳仟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金银花采摘工在挑拣干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