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务农跟着科学和市场，“后浪”一定胜“前浪”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祝超群

在农村，有很多种地的“老
把式”，他们注重积累，善于摸
索，凭着多年的种地经验，多能
把家里的地拾掇得规规整整，亩
产总比周围邻居高出一截。

要论种地，无论放在哪个年
代，这些“老把式”都是乡邻的
学习榜样。但在当下，这些“老
把式”种地或能高产却难致富。
在农村地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和分散土地利用效率的降低，各
地土地流转率有了较大提升。2019

年，山东省土地流转面积已有
3 8 9 0 . 4 万 亩 ， 土 地 流 转 率 达

42 . 3%。
超四成的土地流转率意味

着，土地高效集约化种植正快速
成为农村耕地使用的重要形式。
同时，也意味着城镇化指数正快
步上扬，做“甩手掌柜”的农民
也越来越多。即便如此，在农村
地区一户数亩田的小农经济依然
占据绝对主流。

小麦玉米大豆加地瓜，在小
农经济的大田作物种植中，种地
“老把式”有后天积累的经验优
势，他们每亩地比邻居们多收两
百斤粮食，多卖两三百块钱并非

难事。虽然年年收成不错，但一
年忙活下来，“老把式”们的几
亩地能比别人多挣1000元都是个
“坎”。

最近记者下乡采访，遇到了
几个种地致富的典型。要论拾掇
地，他们不如“老把式”，但他
们有他们的新办法。在聊城，有
位返乡种粮的“90后”，摸爬滚打
5年，他手里流转的地已经上千
亩，最近两年更是年入50多万元。

这位“90后”的父亲就是个种
地的“老把式”，自己种的几亩
地年年高产。但用父亲的老办
法，前两年流转的几百亩地只能
勉强保本。随后，这位“90后”钻
进田间地头，找专家学技术，找
老师学管理，找网友学经验……
从盲目堆化肥到测土配方施肥，
从见病用药到定时预防，从大水
漫灌到水肥一体，从人工喷药到

无人机“上天”，这位“后浪”
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
打破了父亲的高产“神话”。这
个例子说明，规模化、科学化种
植和机械化作业才是农业现代化
的出路。

走路要抬头看路，种地要抬
头看市场。大蒜种植为例，无论
蒜价高低，有些蒜农总能赚钱，
他们的诀窍就是研究市场信息。
全国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每
年都有专业机构统计、公布，如
果留心，不难从中找到信息。有
的种蒜“老把式”很会种蒜，年
年种上七八亩大蒜，雷打不动，
产量还很高，遇到价高的年份自
然大赚一把；但遇到价低的年
份，就赔得很惨。综合几年下
来，每年也就挣个辛苦钱。而有
的蒜农，在蒜价高的年份，敢减
少大蒜种植面积，换种辣椒等其

他作物避险；蒜价低的年份，敢
增加大蒜种植面积，把握机会扩
大收益。这些农户没有埋头蛮
干，而是学会利用市场信息，及
时调整种植结构，规避市场风
险，扩大种植收益。

种植是农业产业链条附加值
较低的环节，而农产品加工和销
售有些是农民能干的，且附加值
较高。在泰安，有农户把村里的
辣椒做成了辣椒酱；在济宁，有
农户把地里的大蒜制成了大蒜
粉；在济南，有农户把蒲公英炒
成了茶……种地“老把式”如何
成为致富小能手，不妨跳出传统
习惯、经验和思维的圈子，试试
新方法、新模式、新路子。新时
代的新农民不但要会科学种田，
还要懂市场、会管理、善经营，
既能把耕地种好，也能把地里该
赚的钱全“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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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我们
种的富硒小麦，与普通小麦比，
一亩地能多收入200元呢。”6月27

日，在东明县麦丰小麦种植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马国兴高
兴地说，黝黑的脸上洋溢着笑
意。

每亩为何增收200元？且听马
国兴兴致勃勃地道来。

“我们采用‘两深一浅’轻
减化栽培技术，将原本繁杂的5道
工序简化成 1道。播种机一趟过
去，整地、深松、深施肥、播
种、镇压同步完成，省工省时省
种子。麦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
对社员统一供种、供肥、播种，
一亩地能节省七八十元的成本。
我们在小麦抽穗前，适量喷洒获

得国家专利的肥料，经小麦叶面
的光合作用，将生物纳米硒吸收
转化为硒蛋白富集在小麦籽粒
中，为人体提供科学补硒食品。
每斤富硒小麦，比普通小麦价格
高出两毛钱。这一减一增，200多
元就出来了。”马国兴说。

为拉长产业链条，马国兴和
合作伙伴发起成立了东明县益康

源食品有限公司，年加工富硒小
麦12 . 6万吨，源源不断生产富硒面
粉、富硒面条。

“拿面粉来说，我们根据用
途不同，研制出了富硒麦芯粉、
富硒面包粉等6个品种，这些品种
满足了食品加工企业的多样化需
求，销路好，附加值也高。”马
国兴说，“我们已形成了集富硒

肥研发和小麦的品种研究、种
植、深加工、销售等于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

小麦增收让越来越多的农民
受益，激发了大伙种粮积极性。在
东明县马头镇，马国兴带动一千多
户社员种植5万亩富硒麦，采取统一
管理模式，实现了从地头到餐桌全
程可掌控、可追溯。马国兴还主导
编写了《东明县富硒小麦种植技术
规程》，推动东明县由普通小麦种
植向富硒产业转型。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王恩标
孙忠铭

“一增一减”，这里小麦亩增收200元

一辆小型货车，满载着十几套
折叠桌椅和锅碗瓢盆，４５岁的谢俊
明开着他的“流动餐厅”出发了。

在广东省和江西省交界的南岭
山区，人们喜欢把各种红白喜事、
满月酒、寿宴等摆在村里的祠堂或
是场院里。谢俊明就是一位游走在
乡村、送厨上门的“流动大厨”。

外表看来与普通农民无异的谢
俊明，穿起白色的厨师服立即气场

十足，神采飞扬。“我是持证厨
师，不是杂牌军。”谢俊明喜笑颜
开地说。

在“吃”上下功夫，广东省
２０１８年开始实施“粤菜师傅”工
程，让厨师技能成为乡村青年脱贫
致富的一把“钥匙”。

因为家境贫寒，谢俊明２０岁出
头就外出打工，一直在酒店餐厅的
后厨帮忙，杂工、水台、配菜……

什么活都干过。
几年前，谢俊明结束了漂泊的

打工生涯，回到家乡广东南雄市，
先是摆摊做宵夜，后来又发现了承
包乡村流水席的路子。可他没有接
受过正规厨师技能培训，一直不敢
开个固定的档口。

一则广告改变了谢俊明的境
况：２０１９年７月，南雄市大张旗鼓
举办“梅岭鹅王”厨师争霸赛，为

参赛者提供集中厨艺培训。
谢俊明在比赛中获得了优胜

奖，经过培训考核合格还获得了国
家中级中式烹调师资格证。

去年１０月，谢俊明终于有了自
己固定的店铺，来订宴席的人可以
先试吃两三道菜。“开业两个月就
接了３００多桌的订单，大家都知道
我拿了奖，是大师傅。”他骄傲地
说。 （据新华社）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
济指导司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数字化在提高
乡村治理水平、壮大农民合作社队
伍、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方面
的应用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深入实施。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
绕电子商务平台对接、普惠金融服
务创新和数字化乡村治理等领域开
展合作。在电子商务平台对接方
面，阿里巴巴将为农民合作社入驻
“蜂耘农商”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优
惠，并择优对接优质采购商，拓展
销售渠道。在金融服务方面，蚂蚁
金服集团网商银行面向各级农民合
作社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县域金
融服务产品，开展“零抵押、免担
保”的信贷服务。在数字化乡村治
理方面，利用钉钉平台产品及服
务，为乡镇、村两级免费搭建数字
化治理平台。 （农业农村部）

锅碗瓢盆随车走，“流动大厨”送菜上门

你在上海一家大酒店，夹起一
片烤鸭，用一张小小的薄饼卷起来
吃得满口生香。那张筋道的薄饼就
有可能来自巨野县一家名叫“上谷
佳”的食品加工厂。

这家小小的食品加工厂，每天
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北京、上海、苏
州、杭州等大中城市酒店的烤鸭配
饼就达近30万张。

6月29日，记者来到巨野县大
义镇谷庄村，探访一位农村青年的
创业之路。

今年37岁的谷训振身上透出青
年人特有的朝气和干练。1 8岁那
年，谷训振只身进京，在一家烤鸭
店做学徒工。通过几年的潜心历练
和虚心向师傅学习，他掌握了一手
精湛的烤鸭技艺。

7 年 后 ， 谷 训 振 离 京 “ 单
飞”，在济南、济宁、巨野等地的
酒店承包了7个烤鸭档口。谷训振
的烤鸭可与正宗北京烤鸭媲美，很

受顾客青睐。在长时间从事餐饮行
业的经验中，谷训振找到了一个更
大的商机：制作烤鸭配饼。

2014年，谷训振在自己家里开

始用简单的设备制作薄饼，并很快
打开市场。几年时间，谷训振的家
庭作坊式加工车间从当初的三四个
工人，发展到拥有8条半自动化生

产线、30多名工人的食品加工厂，
每天生产1 . 5万份（一份20张），30

余万张薄饼。
做食品加工，产品质量是关

键，“上谷佳”的薄饼没有任何
食品添加剂，面粉用的是知名品
牌麦芯粉，用的色拉油也都是大
品牌。

产品质量过硬是占领市场的
法宝。“当初靠自己跑着推销，
现在我手机里上千个微信群里的
众多客户，80%是回头客。”谷训
振说。

为了支持谷训振，村里将一
处废旧坑塘填平，让他建起了一
处2 0 0 0多平方米的厂房。谷训振
说，厂子扩大生产量，就可以安
排更多的乡亲就业了。现在，在
这里干活的村民一般一天能拿到
140元左右，一月满勤能挣四五千
元。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谢新华

从家庭作坊起步，小薄饼“摊”开创业路
小饼从村里飞进大城市的烤鸭店

谷训振的加工厂目前日产薄饼30万张。

>>>>行行业业动动态态

阿里巴巴免费为

镇村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

中国农业生产
风险区划地图册发布

日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主办的第十期中国农业
保险论坛(CAIF)上，《中国农业生
产风险区划地图册》发布。这是我
国第一部全面反映各省(区、市)主
要农作物生产风险空间差异的大型
图册，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风险
管理研究创新团队，在运用农情灾
情险情大数据对中国农业生产风险
现状进行评估与区划的基础上编制
而成。

《地图册》共编制了288张地
图，充分展示了我国主要农作物生
产风险的区域分布特点。(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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