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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袖衫、休闲裤，一头利落短发，初见徐咏梅，很难把她和农业联系在一

起。 事实上，徐咏梅已经在这一行干了 23 年。

徐咏梅是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此前获得过很

多荣誉：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海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不过，当

她自我介绍时，总是简单地称自己是新农人。

2015 年，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徐咏梅积极投身其中，帮助贫困农户

变身产业农民、技术工人，带动 3 万多名村民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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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徐咏梅扎根热带水果种植 23 年，带动 3 万多名村民走上致富路———

新农人和她的“甜蜜事业”

结缘热带农业

1999 年，正在国外从事对外贸易的

徐咏梅，萌生了把国外先进农业科学技

术和生态管理理念带回国的想法。 彼

时，徐咏梅认识的一户贫困户，丈夫去

世，留下妻女和 50 亩土地无人看管。

为了帮助这对母女， 徐咏梅接手了

这 50 亩土地，从此与热带水果种植结缘。

种植是靠天吃饭的，充满了风险和

意外。 2014 年，威马逊台风登陆海南，当

地的许多农场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徐

咏梅的种植基地也不例外。 看着即将丰

收的香蕉林被台风摧毁，徐咏梅不记得

自己当时是怎么走回家的。

那天晚上，放弃还是坚持，这个问

题让她一夜无眠。

“别灰心，我们一起面对”“工资晚

点发没关系， 一定能挺过去” ……第二

天，徐咏梅收到了员工和种植户发来的

信息，朴实的话语击中了她的心，“我的

肩头责任重大， 不能就这么倒下。 ”后

来，她想办法筹集资金，让公司渡过了

难关。

如今，公司的水果种植基地已从最

初的 50 亩发展到 3 万亩，并成为国内最

大的凤梨生产商。

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农民打交道的

徐咏梅，深知农民的艰辛和期盼。 公司

成立之初，她就将大量资金和力量投入

扶贫事业。

多年来，公司基地建到哪里 ，就为

村民把路桥修到哪里，并建立农民技术

培训学校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农业培训

基地，进行免费培训。

贫困户王海曾是徐咏梅的帮扶对

象。 当时，一块床板就是王海家里的全

部家具。 后来，在天地人公司帮扶下，王

海学会了种植和管理，并成为种植基地

的场长，一年有 20 多万元收入。 王海的

女儿不仅在公司资助下完成了大学学

业，还在毕业后选择了返乡创业。

2015 年开始， 天地人公司主动与贫

困户签订产业精准扶贫协议。 围绕建立

长效扶贫机制、增强贫困户“造血能力”，

徐咏梅带领公司开始了漫长的探索。

脱贫攻坚前期 ，公司采取“土地入

股保底 + 分红 + 务工”1.0 模式和资金

入股分红 2.0 模式；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阶段，公司探索出龙头企业带动

下的“合作社 + 产业帮扶”3.0 模式以及

构建共建共享共富乡村产业振兴 4.0 模

式。 截至 2019 年，公司带动 7000 多户、3

万余名村民脱贫。 徐咏梅因此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奖奉献奖，天地人公司获得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用科技赋能行业发展

如今，天地人公司的农业种植分布

在全省 8 个市县、60 多个基地， 单纯依

靠人力难以实现规范化管理。 为此，徐

咏梅带领公司研发出数字化管理系统，

通过标准化、精准化、数据化管理，确保

每个基地的农产品质量一致。

“我们的包装箱上有一个二维码，

顾客扫码后可以追溯产品的生产和流

通过程。 ”在徐咏梅看来，现代农业的持

续发展必须有科技支撑。

绿色农业一直是徐咏梅追求的目标。

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难免出现残次

品，公司通过生物科技，把残次品加工

成液体有机生物肥，再利用滴灌微喷技

术提高水肥利用率，精准施肥。 如此一

来，不仅能节省有机肥成本 ，而且避免

了对残次品的浪费，实现了农产品生产

的绿色循环。 公司也因此成为全国首批

国家级生态农场。

“尊重自然规律、养护脚下的土地、

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健康生活。 ”

徐咏梅说，这也是给公司取名“天地人”

的初衷。

（关晨迪 赖书闻 苏墨 董芳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