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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
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
农”工作的高度关注，也向有志于现
代农业的青年发出了“召唤令”。

乡村振兴，既是为了人，更得依
靠人。

当下，农村农业发展取得了诸多
骄人成就，但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
新挑战。人才缺失就是其中之一。

诚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

移是市场选择，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但如果农村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
而没有青年驻足，我们的乡村将失去
很多活力。

青年是最富有朝气、创造性和生
命力的群体，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他们有闯劲、懂技术、善经营，
能赋予乡村新的活力，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主力军，更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
量。有了他们的参与，农业才算是有
奔头的产业，农民才算是有吸引力的

职业，农村也才能称得上安居乐业的
美丽家园。

一方面，我们呼唤有志青年不怕
困难、勇于吃苦，运用现代科技知识
返乡创业；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
为广大青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机
遇、新舞台。

可喜的是，在当下，越来越多的
青年人成为了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力
军。当初，他们为了梦想从乡村走出
来，如今又为了梦想返回乡村创业，

投身农业生产、休闲旅游、电子商务
……带动新业态、新模式从乡村生长
起来，带动乡亲们一起发展、一起致
富，为乡村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青年有担当，乡村振兴才更有希
望。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希望
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其中，为乡村振兴
赋能。

@韩字威——
记者：听说你还带动了周边 300

多家农户致富，这是怎样实现的？
韩字威：农场流转的土地涉及附

近3个村庄的300多家农户，这些农户
除了每年可以拿到流转金外，还能腾
出时间去打工，又是一份收入。同
时，农场还利用集中采购农资、集中
卖粮的优势，为周边四五个村的农民
提供质优价廉的种子、农药、化肥，
以及耕种、植保和收获服务。今后，
在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方面，我们还要
想更多的办法、做更大的努力。

@张树森——
记者：在你心中，未来的农业是

什么样子？

张树森：未来的农业应该是绿色
健康且充满科技感，会有更多像我一
样的年轻人投身农业、从事农业生
产。但是，不管未来怎样，从事农业
生产都不能急功近利，需要沉得住
气、耐得住寂寞，尤其不能有一夜暴
富的想法。

@宋秀磊——
记者：如何看待科技兴农？
宋秀磊：从刀耕火种到耒耜翻土

再到现代农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农业现代化，关键
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让科技人才引
领农业科技创新，用现代科技改造传
统农业，让“新农人”成为农业发展
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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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智超
电话 3155705 电邮 rbcsdk@163.com

2021年10月28日 星期四
农历辛丑年九月廿三P6 坊间故事

FANGJIAN GUSHI

新闻主角说新闻主角说

回乡开农场回乡开农场 乐做乐做““新农人新农人””
韩字威 32岁
河间市金硕家庭农场负责人

2012年，当我从河北旅游
职业学院毕业，进入到北京万
里国际旅行社工作时，在对未
来的职场规划中，是没有“农
民”这两个字的。那时的我，
也绝对想不到，9年之后的自
己，会成为一名经营着上千亩
土地的农场主。

我在北京过着城里人的生
活，可是父母在老家却异常辛
苦。他们流转了 100亩土地种
棉花，田间管理需要大量人
工，种植成本高、效益低，常
常是辛苦忙碌一年，剩不下多
少钱。

为了能帮父母多分担一
些，2013年春，我回到老家河
间市时村乡段庄村，帮助父母
种地，重新当上了农民。

那一年，我们尝试着种了
50 亩小麦，当年每亩就盈利
800元左右。尝到了一点种地
的甜头，我感到十分兴奋。

2014年，增加土地流转面
积，将小麦种植规模扩大到
250亩，结果遭受雹灾，每亩
才收了 150公斤，一下又回到
了起点。

2015年，我注册成立河间
市金硕家庭农场，主要种植玉
米、小麦，又赶上玉米取消市
场保护价。在2016年至2018年
这段时间里，每亩玉米只能卖
800元左右，除去成本所剩无
几，还不如打工挣得多。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农
业这条路究竟该不该继续走下
去？如果坚持，怎样才能提高
效益？

反复思考之后我发现，随
着农场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传
统的田间管理方式已经落后
了。就拿浇水和打药来说，过
去主要依靠人工，速度慢、效
率低。更重要的是，到了农忙
季节，根本就找不到那么多干
活的人，只能全家人上阵，一
天到晚长在地里，累个半死，
地还是没管好。和父亲一商
量，决定筹集资金购买农业机
械，当时向亲朋好友借了个
遍，又在银行贷了款。先是播
种机、收割机、拖拉机、自走
式打药机，后来又安装了立杆
式喷灌设备，购买了无人机，
农场的装备逐渐完善起来。

购买设备只是农场的硬件
建设，而软件，则是科学的田
间管理技术。

2018年，我有幸参加了河
间市农业局农广校办的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班。培训班的授课
内容很丰富，政策解读让我了

解了国家对“三农”的扶持方
向；理论学习让我掌握了最新
的田间管理知识；外出观摩让
我开阔了视野、打开了思路；
实习实训让我提升了种植技能
……

这次学习收获满满：我由
衷认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种
田不能再像以前靠经验，要当
一名“新农人”，就得掌握科学
的管理方法、学会使用现代化
的耕作设施，由传统种植转向
现代种植。

培训班的学习资料，至今
我还保存着。耕地时注意什
么？播种时注意什么？怎样测
土施肥、科学配比施肥？耕种
过程中遇到问题，我就去学习
资料里找答案；闲暇时，也会
反复学习。

实践证明，按照专家教的
办法去种地，不仅可以杜绝病
虫害，亩产量也显著提高，农
场效益由原来的一年几万元增
长到几十万元。

几年时间，金硕家庭农场
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100亩扩大
到现在的1000亩，小麦和玉米
的亩产量分别达到了 600 公
斤、750公斤，同时还承担了
石家庄农科院、四川国光公司
的试验示范工作，农场被认定
为沧州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河北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2019年，我有幸被共青团河北
省委授予“冀青之星”称号。

和以前农忙时需要大量雇
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 1000
亩地只需我和父亲两个人打
理。春天播种有播种机；秋
天收割有收割机；浇地时拧
开地头的开关，喷灌设施浇
得又快又匀又省水；喷药的活
交给无人机，同样是又快又匀
又省药……基本实现了从种到
收全程机械化。

我真正成了一名骄傲的
“新农人”、快乐的农场主。

让养殖满带科技范儿让养殖满带科技范儿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养猪场是一
个充满异味、卫生条件很差的地方。
可如果说，我们通过努力，让猪住进
了智能化、自动化的“五星级酒
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在说笑呢？

这还真不是笑话。
2008 年，我大学毕业。那一

年，我只身一人去广州闯荡。在那
里，我接触到了很多人，其中不乏
从事农牧机械销售的外商。通过他
们，我见到了很多智能化、自动化
的农牧机械，感受到了科技在农业
生产中起到的作用。

于是，我成立公司，做起农牧
机械销售。公司很快就成为一家集
研发、生产、销售、电商、培训、
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可为养
猪场提供运营所需的全品类物资及
技术服务，产品出口20多个国家。

但是在2017年，我决定回家乡
沧县杜生镇创业。

很多人问过我，广州多好啊！
为什么要回来呢？

这就要从刚刚提到的那个“笑
话”说起了。

在外打拼那些年，每次回老
家，总会有乡亲问我在广州做什
么？可当介绍完我们研发的智能
化、自动化农牧机械后，他们却笑
了：“老祖宗养了这么多年猪，没听
说过让猪住‘五星级酒店’的。弄
这么花哨有啥用？”

乡亲们的反应让我意识到，在
家乡，还有很多人不重视农业科技
的应用，还在单纯依靠经验进行农
业生产。

也正因如此，我下定决心，带
着新技术、新思维、新产品，回到
家乡，引导乡亲们从靠经验变成靠
技术，降低养殖风险。

作为一家专注生产农牧机械的
科技公司，回到家乡后，我们依旧
注重公司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先后

获得了 98项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
拥有核心科研人员30余人，均为行
业相关的硕士、本科学历人员。

得益于此，我们推出了一款智
能饲喂系统。

这套系统可以自主设定每头猪
的饲喂规则，为每头猪定制专属的
饲喂曲线，精准掌控饲喂量，下料
精度精确到克，避免、减轻猪群生
长不均、体重参差不齐的现象。不
仅如此，饲养主通过手机APP就能
控制整套系统，实现远程操作，随
时查看猪场情况，减少了病菌人畜
交叉感染的风险。

几乎每一个使用了这套设备的
客户都表示，既节省了人工成本，
又大幅提升了经济收益。

可以说，我们通过这套设备，
让越来越多的养殖户认识到了科技
的力量，认识到了科技创新对农业
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我看来，乡村振兴离不开农
业科技的创新。农业科技的每一次
重大进步，都催生更多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引领着农业产业变
革和迭代升级。今后，我们将会继
续扩大在科技研发等方面的投入，
让农业生产更“聪明”，让养殖满带
科技范儿。

宋秀磊 35岁

沧州市永高农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两转两促三思考”思想大讨论实干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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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返乡创业返乡创业 我站我站我站“““CCC位位位”””

为乡村注入青春活力为乡村注入青春活力
□知 言

我是 2010 年返乡成立合作社
的。在那之前，一直在沧州做某品
牌电瓶的总代理。虽然这让我挣下
了人生第一桶金，但我最想干的始
终是农业。

我的家乡在青县曹寺镇，那里
的设施农业全国闻名，尤其种植的
黄瓜和甜瓜，早在多年前就打入了
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古及南方
等省市市场。每到瓜果成熟的时
候，全国各地的采购商齐聚曹寺
镇，热闹极了。

只不过，那时的乡亲们大多
“以量取胜”，不注重包装，也鲜有
品牌意识。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瓜
果，被草草装进容量两三百公斤的
草筐里。不但卖价提不上去，还容
易损坏瓜果品相。

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带
着这个疑问，2010年，我决定返乡
创业，成立了振西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

第一年，我流转了 100 亩土
地，建了20个竹竿简易冷棚。注册
商标、制作高档包装……当年就挣
了300多万元。

此后几年，合作社流转的土地
越来越多，到现在已有 2053 亩土
地。

前几年，合作社使用的大都是竹
竿简易冷棚。这种大棚的优点是成本
低，但维护成本高、抗灾能力差，而
且保温效果差，一入秋就没法使用
了，无形之中形成了土地浪费。

后来，我们尝试建了一部分土
坯温室，虽然保温效果有了明显提
升，一年四季都能种植，但仍需年
年维护，抗灾能力依旧不理想。更
让我心疼的是，为了达到良好的保
温效果，土坯墙最厚的地方足有 7
米，土地浪费的现象还是没能解决。

为此，那几年，一有时间，我
就到处去考察学习，最终设计了一
款以轻型钢材和保温材料搭建的新
型日光温室大棚。

这种温室大棚不但比土坯温室
的保温效果更好，墙体厚度也从 7
米降低到了20厘米，大大节省了土
地。过去，每百亩地只能建二三十
座土坯温室，现在可以建40座。不
仅如此，使用寿命也提升到了 40
年，维修成本大大降低。今年夏天
一场大风过后，其他种植户的竹竿
棚、土坯棚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损

坏，而我们的大棚完好无损。
如今，在我们合作社，70%以

上的温室大棚都换成了这种新型日
光温室大棚，每亩地年收入从第一
年的 3万多元提升到了八九万元。
合作社也先后于 2015年、2016年，
被评为省级示范社、国家级示范社。

农业设施的革新，让我尝到了
甜头。

2020年，我们升级了温室大棚
的取暖设备。在这之前，我们烧的
是锅炉，用的是煤和电，不仅能耗
高、有污染，温度也不能持续保
持。而现在，我们用的是空气能地
暖。和家用地暖设备不同，这套设
备利用了地面自身蓄热和热量向上
辐射的规律，由下至上进行传导，
来达到取暖的目的。得益于此，大
棚温度较过去提升 10℃左右，原本
要在12月才能完成的定植工作，得
以提前一个月，甜瓜上市时间也由
此提前，正好赶在春节前夕。

如今，在我们合作社，像这样
的高科技农业设施随处可见。如果
你是在大雪纷飞的日子来参观，一
定会被眼前奇特的景象所吸引——
雪下得再大，地面积雪再厚，我们
的温室大棚上也不会有积雪。这是
因为我们使用了一种由全新材料制
作的保温被，雪落上去能自动滑
落。这种保温被的重量只有棉被的
十分之一，保温效果却高 3℃到
5℃，同时还能防火、防雨、防积
雪。

常有人问我，当初为什么非要
回来当农民？

我想，除了喜欢之外，更多的
是一种感召——农业和农村早已不
再是传统的落后面貌，乡村田坎潜
藏着无限的机遇，等待着年轻人的
眷顾。

设施农业好设施农业好““丰丰””景景
张树森 37岁

青县振西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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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秀磊有个心愿宋秀磊有个心愿：：
让农业生产更让农业生产更““聪明聪明”。”。

返乡后返乡后，，韩字威成韩字威成
了一名快乐的农场主了一名快乐的农场主。。

农业设施的不断革农业设施的不断革
新新，，让张树森尝到了甜让张树森尝到了甜
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