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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张莎莎——
记者：听说你曾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后悔过当初的选择吗？
张莎莎：返乡前，我在一家房地产开

发公司工作，职位是董事长助理。说实
话，无论是薪资待遇还是工作环境，都挺
不错的，但我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如果
没有回村，也许我吃不了这么多苦，但也
品尝不到丰收的喜悦。就拿培育新品种来
说，我每年试验的新品种有 300多个，播
种、催芽、调苗、出苗，再到试种，最终
能投入市场的也就七八个品种，中间有无
数道关要闯，有无数个难题要破解，这个
过程是很辛苦，却也很有意义。我的理想
就是当好一名新农人，用年轻人的方式，
在广袤的大地上收获属于自己的人生。

@张超——
记者：很多人不看好农业，觉得种地

辛苦、收益慢，你怎么看？
张超：农业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和命

脉，有了这个大前提，无论从国家层面还

是从个人经营层面上看，农业都不应该是
夕阳产业。人们之所以不看好它，归根结
底是用老眼光、老思路想问题，没能做到
与时俱进。如今农业科技飞速发展，“新
疆海鲜”、旱碱麦都能获得大丰收，可见
农业的潜力巨大。在我看来，无论干什
么，都离不开辛苦二字，总想着赚快钱，
不是干事业的正确心态。和我一起回乡种
地的还有 7个人，他们都是年轻人，最大
的 43岁。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头一次种
地。虽然这条路走起来会比较辛苦，但相
信方向不会错。

@王艺霏——
记者：如何看待广大青年返乡投身农业？
王艺霏：在我看来，农民不只是一个

身份，更是一个职业、一份事业，现在的
农村也早已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这些
从事农业、扎根农村的青年，虽然面朝黄
土，但依旧能仰望星空。欢迎更多年轻人
加入到职业农民的队伍中来，扎根热土，
在广阔的农村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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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投身农业的第八
个年头，接触越久，越觉得农
业产业潜力无限。

其实在 8年前，我对农业
尤其是蔬菜育苗还一窍不通。

我是学艺术设计专业的，
2013年，和男朋友回家商量结
婚时，在他们的现代农业示范
园里，看到了先进的蔬菜育苗
技术。在那之前，我一直单纯
地以为，西红柿就只有一个品
种，茄子也只有长茄子和圆茄
子之分。但示范园让我大开眼
界，基地常年培育的蔬菜品种
多达上百个，光育苗室就分好
几种，产品不仅畅销全国，更
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也彻底改变了我对农业
的看法。2015年结婚以后，我
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和丈夫一
起回到农村，从事蔬菜育苗工
作。

蔬菜育苗专业性很强，对
像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就
更难了。

我从零学起，每天跟着员
工一起在大棚里忙活，学习工
厂化育苗，播种、催芽、调
苗、出苗……为了尽快掌握这
些专业知识，我随身带着笔记
本，把老师傅们讲的每一句话
都记录下来，遇到不明白的地
方，就在实践中慢慢学习。

在我眼里，这些秧苗就像
孩子一样，大棚里的温度高
了、低了都不行，越是碰上雨
雪大风天气，越得勤加照料。
不管白天黑夜，每隔三两个小
时就得去看一眼，觉都睡不
好。也正因如此，这些年，几
乎每个春节我都是在温室大棚
里度过的。

此外，我还一边实践一边
研究新技术。研发的茄子“换
头重长”技术，不用重新栽
苗，也能长二茬茄子，不仅为
种植户节省了不少苗钱和人工
费，还能避免病害，二茬茄果
的品质、产量不亚于重新定植。

除了研究新技术外，我还
发明了一些新装置。过去冬季
为辣椒、茄果类种子催芽，由
于棚内采用地暖，穴盘水分蒸
发量大，需要在第六天前后把
穴盘从催芽室转到育苗车间补
水，可这样就会导致秧苗遇
冷，同样会影响出芽率。

针对这个问题，我做了不
少试验，最终发明了一个装

置，既为秧苗补了水，又不会
因降温、补水造成种苗缺氧腐
烂，出芽率因此提升了10%。

……
这些年，我先后申报了

“一种植物种苗整根移植器”
“一种大棚蔬菜种苗培育温度调
节装置”“一种提高种苗出芽率
的培育装置”等 9项实用新型
专利，另外还有 3项专利正在
申请中。

农业飞速发展，不断有新
设备、新技术面世。前些年，
我主张建设了 15000平方米高
标准的育苗温室和 20000平方
米的玻璃连栋育苗室，并引进
先进的自动播种流水线、精准
播籽器。如今，育苗工作的辛
苦程度大幅降低，大棚的放
风、遮阳、温度湿度调节等工
作都实现了自动化，干活轻松
多了。

新农人不能只会低头种
地，生产、管理、销售等方方
面面都要学、都得懂。

从 2018年开始，我一边做
好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工作，
一边申请了抖音、快手账号，不
定期更新育苗知识，每天通过网
络平台向我咨询种植技术的农
户，少说也有四五十人。

在我的努力下，合作社年
出苗量从 2014年的 1亿株增加
到现在的 2亿株；蔬菜秧苗品
种从 100多个增加到 300多个，
而且每年还在增加；同时带动
5000余户农户种植蔬菜增收致
富。

返乡创业不仅让我收获了
一份事业，也让我获得了难得
的荣誉——2021年被全国妇联
妇女发展部、农业农村部乡村
产业发展司确定为全国“巾帼
新农人”创业典型。

我给我给秧苗当秧苗当““保姆保姆””
张莎莎 33岁

肃宁县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经理

在广袤田野收获精彩人生

广袤的田野，蕴藏着无限机遇与
希望。

9 月 23 日是第六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我们和千千万万农民一起，感
受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转变就
业观念，将返乡创业当作自己的理想，
用双手成就事业、创造财富，也为乡村
带去了无限可能。他们化身新农人，用
新机器、新技术，为乡村带去新思维、

新理念；用活力和知识，将梦想的种子
洒向热土，收获精彩人生。

这是当下年轻人的选择。从发展种
植养殖、开办农家乐，到从事农村电
商、开发乡村旅游……这些年轻人为乡
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动更多善学
习、肯钻研的青年回到这里，不断投
身到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之中。扎根
热土，仰望星空，他们用坚持、专业
和情怀，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

能。
不过，在这场乡村与青年的双向

奔赴中，我们也应看到，返乡创业绝
非轻而易举就能成功。

无论是回到故土，还是从城市来
到乡村，广大青年想要在基层蹚出一条
新路，注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
挑战。走好这条路，政策的扶持很重
要，它能让愿意留在乡村的人更加安
心，让想要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同

时，返乡创业的青年也需时刻保持敢闯
敢干、攻坚克难的决心和信念，以及对
创业项目的全面学习和考量。

在广袤的田野播撒青春的种子，
在乡村的热土收获精彩的人生。期
待 更 多 年 轻 人 看 到 乡 村 发 展 的 前
景，投身乡村振兴，在广阔天地大
展才华。

扎根大地 仰望星空
■ 知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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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JIAN GUSHI

再有不久，我种植的 1200多
亩玉米就能收获了，亩产预计能达
到600公斤到700公斤。

今年是我返乡务农的第一年。
我虽然在农村长大，但从小到大没
干过农活，能有这样的收成，我自
己都没想到。

在回村种地前，我经营着一家
新能源科技公司。这些年，企业效
益还算不错，业务遍及河北、河
南、内蒙古……去年公司年营收达
到3000多万元。

回村种地的想法是去年年底才
有的。那时，我发现村民尤其是年
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务农的人
出现了断层。与此同时，国家对

“三农”又特别重视，出台了很多
扶持政策，支持青年返乡创业。我
觉得乡村是个大舞台，一定能实现
我更大的梦想。

在作出决定前，我核算过——
承包 1000亩地，每亩每年流转费
用 1000元，再加上各种农业基础
设施、种子和化肥，光第一年的投
入就至少要278万元。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在很多人
看来，农业收益相对较慢，况且我
从没种过地，一次性投入这么多
钱，万一打了水漂怎么办？

在众多反对者中，我爸是最
坚定的一个。那段时间，他一有
机会就跟我说种地的苦，还说，
光给 1000亩地浇水就得雇 300多
人。

我就劝我爸，干事业哪有不吃
苦的，再说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各种自动化设备早就替代了人工。
种地，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方式。

最终，我在沧县承包了 1200
多亩地，5月初签订土地流转合
同，紧跟着就是布设各种农业基
础设施。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
长在地里。早晨五六点钟下地，
热的时候，一天能喝 20 多瓶水，
一大盒藿香正气水两三天就喝完
了。晚上 10点来钟才回家，回家
后不管多累，也要打起精神学习
种植技术。要是碰上不理解的知
识点，第二天一准儿得去请教农
业专家。

第一次浇水时，我特意把我爸
请过来，让他瞧一瞧我的秘密武
器。

喷灌、滴灌、平移式灌溉机、

指针式灌溉机、卷帘式灌溉机……
光灌溉设备就有五六种。不光灌溉
实现了自动化，从播种到收割也都
实现了机械化。有了这些设备，这
1200亩地只需7个人就能管过来。

这段时间，我体会到的不只是
喜悦，也有煎熬。

种子播下去以后，有的地块 3
天就出苗了，有的地块六七天也
不见动静。我急得天天往地里
跑、扒开土层看，直到确定种子
发了芽，才放下心来，重新把种
子种好。

其后几天下了一场大雨，种子
“喝”足了水，铆着劲儿往上蹿，
这可把我高兴坏了。

印象最深的是遭遇病虫害。8
月中旬，我发现有些地块的玉米像
生了锈一样，并呈蔓延趋势。通过
镇农业部门发布的预警消息得知，
这是得了南方锈病，会造成大量减
产甚至绝收。这可把我吓坏了，连
夜联系“飞防”，打了 3遍药，才
算控制住。

这些日子，玉米收购价降了几
分钱，没回来种地前，我从没为几
分钱在意过，可现在不一样了，
1200多亩玉米，哪怕每公斤降1分
钱，凑在一起也有不少呢。

所以，我想着来年再多花些心
思——购买农用无人机、修建晾
晒场、增铺引水管道、添置农用
机械……虽然这会增加不少投
入，但有了这些基础设施，才能进
一步节约成本、提高利润。

务农是辛苦活儿，更是技术活
儿，有了这些新设备、新技术，再
加上年轻人的新思路，种地照样能
种出令人羡慕的美好未来。

老板返乡当老板返乡当农民农民
张 超 39岁 沧州粒粒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串起农场循环链串起农场循环链
王艺霏 22岁 南皮县巨辉家庭农场负责人

我家在南皮县冯家口镇代庄
村，从我记事起，家里就靠种地过
日子。

那时候家里虽然地不多，只有
二三十亩，但几乎所有农活都靠
人工。印象中，爸爸妈妈每天起早
贪黑，尤其到了收获季节，连平常
不怎么干农活的我也得跟着忙活，
经常半夜还在剥玉米，困得眼皮直
打架，一双手磨得生疼，却挣不了
多少钱。

也正因如此，我十来岁时就下
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离开农村，
到城里找工作，说啥也不回来种地
了。

读高中时，我家成立了家庭农
场，种植面积扩大了，机械化水平
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国家出台了
很多扶持政策，家里收入越来越
高，父母也不再像当初那样辛苦，
这一切让我对农业有了全新的认
识，并开始主动接触农业方面的知
识。

今年6月，我大学毕业。我原
本有机会留校工作，但考虑再三，
还是觉得土地的吸引力更大一些。
于是我回到农村，和爸爸妈妈一起
经营家庭农场。

头些年，我们家一直以种植大
田作物为主，每到收获季都会产生
大量秸秆，虽说会有人前来收购，
但价格却被压得很低，每亩只有
100元。

为了不影响下一茬耕种，我们
只能接受这个价格。

我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向父母介绍循环农业。为了验证循
环农业在农场的可行性，我养了
300多只羊，用秸秆当饲料，用粪
便发酵生物肥。

“羊倌”不好当。
头一次放羊，因为不熟练，让

羊群受到了惊吓，300只羊像无头
苍蝇一样到处乱跑。我一下子就傻
眼了，既怕被羊撞到不敢上前，又
怕羊跑了追不回来。最后，还是在
全家人的帮助下，花了好长时间才

把局面控制住。
可就算这样，还是有一只羊不

知去向。我到处去找，在运河边上
找到它时，已经是夜里八九点钟了。

我之前从没养过羊，所有的饲
养知识和简单的疾病救治方法，都
是利用晚上时间一点点掌握的。

很多同学羡慕我不用打卡上班
的生活，但其实务农的辛苦和压
力，一点儿不比他们少。

刚毕业那几天，正好赶上玉米
播种，可是那阵子一连下了好几天
雨，我们家的玉米晚了将近一个月
才种上。

那几天，爸爸妈妈一直愁眉不
展，我也跟着揪起了心——我们家
一共承包了 2100多亩地，万一错
过了耕种期，那损失就太大了。

可种地就是这样，明知道最佳
播种期就这几天，可就是干不了
活，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时关注天气
预报，一旦天气好转，就立刻联系
播种机播种。

返乡干农业，有辛苦，也有压
力。自从回村以后，我没有一顿
晚饭是在晚上 8 点前吃上的，但
我从不后悔回到这里——循环农
业的实验进展非常顺利，连我父
母也认可了这一想法。等到来
年，我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
让想法变成现实。

张莎莎张莎莎（（左左））
带动当地村民实带动当地村民实
现就业现就业

王艺霏刻苦王艺霏刻苦
学习养殖知识学习养殖知识

张超品尝收张超品尝收
获的滋味获的滋味

张莎莎通过直播传授育苗知识张莎莎通过直播传授育苗知识

主持人说主持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