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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南：

新农人用好新技术

湛蓝的天空下遍地金黄， 齐鲁大地迎来

玉米收获的时节。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万亩国

际粮食增产减损示范区 （以下简称“示范

区”），

90

后新农人洪超紧握方向盘、 轻踩脚

踏板，收割机将一排排玉米“吞”入其中，收

割、脱粒、除杂一气呵成。

洪超在大学读的是农业相关专业， 如今

负责管理示范区

300

多亩土地。见记者走近，

他捡起一颗玉米粒说道：“瞧， 多饱满， 今年

亩产能超

850

公斤。 收成好， 因为我有几样

宝。 ”

病虫害是田间管理的一大难题， 洪超却

说：“我才不怕嘞。 ” 底气来自手机上的农情

监测应用。 洪超告诉记者， 防虫最紧要的时

候，手机上一收到病虫害预警信息，他就立刻

启动无人机飞防作业，进行病虫害防治。

及时准确的预警信息来自示范区里一座

座智慧农情监测站。 站内的害虫网络测控仪

利用光电技术诱虫、杀虫，及时拍摄图片上传

示范区智慧农业大数据中心， 由农技人员实

时分析。 一旦发现短时间内某类虫口数量增

加， 管理平台第一时间通过农情监测应用向

农户推送病虫害预警； 而智能孢子捕捉仪能

够及时捕捉病原孢子，帮助农户防治锈病。

手机屏幕上， 智慧农情监测站传来的信

息内容丰富。“不仅有温度、湿度、风速等气

象信息，还有土壤湿度、含氧量、叶面温湿度

等数据。 这些信息特有用。 ”洪超举例说，今

年

6

月，玉米播种期降水较同期偏少，气候干

旱，农情监测系统与自动灌溉系统相连，只要

土壤水分传感器获得的数据低于

16%

， 农情

监测系统触发预警，灌溉系统自动启动喷灌，

为农田保墒。

装在地上、埋在地下、“穿”在作物上，示

范区

500

多台（套）各类监测设备将信息实时

共享给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各类数据一

览无遗，农田情况尽在掌握。

想让田管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粮

食，掌握秋收主动权，就要估计收获时间，提

前联系农机。“过去预测靠经验， 现在靠科

技。 ”洪超边说边拨动摇杆，盯紧屏幕，多光

谱无人机腾空而起，扫过大片农田。

“我给玉米地做一次

CT

。 ”洪超解释，无

人机飞行时能实时监测作物生长状态， 进而

生成作物养分图。“深红色代表对应地块的养

分含量不足，需要及时追肥，而浅黄色的地块

表明作物成熟，可以进行收获。 ”据此，洪超

得以准确分析玉米长势，推算出收获高峰期，

提前调度好两台收割机。 （王者）

江苏盐城：

新增两个省级载体平台

近日， 江苏省人社厅公布

2024

年江苏

省省级乡土人才建设发展项目评审结果，盐

城东台市的西甜瓜产业发展促进会、 红芳花

卉种植家庭农场， 分别入选省乡土人才传承

示范基地、乡土人才大师示范工作室。

为激励和支持乡土人才建设发展 ，从

2020

年起，江苏省每年开展乡土人才传承示

范基地、大师示范工作室和大师工作室评选。

近年来，盐城市积极推动乡土人才“带领技艺

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三带作

用，支持能工巧匠、民间艺人等乡土人才扎根

基层、振兴乡村。西甜瓜产业发展促进会致力

于“东台西瓜”产业创新发展、技术标准制定

及高端品牌运营，在全国建立

10

多个西瓜生

产基地，先后培养家庭农场主

14

名、专业合

作社

6

家、种苗中心

3

家，带动

10.3

万名农

民就业。 红芳花卉种植家庭农场工作室通过

技术辅导、 现场演示等方式向农民传授花卉

培育技术，积极引导周边农户发展花卉生产，

带动

100

多名农民就业， 促进当地农民增收

110

万元。

下一步， 盐城市将持续抓好乡土人才建

设项目工作，紧扣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创新乡

土人才工作举措，做优做强乡土人才文章，全

力打造优质乡土人才生态， 努力让各类乡土

人才脱颖而出， 为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 （吕正龙 宋琦磊）

图片新闻

晨曦微露，阳光洒在甘肃省庆

阳市华池县悦乐镇乔崾岘村起伏

的山岗上，吴喜明和妻子站在比人

高的玉米丛里， 边掰着玉米边聊

天：“趁这两天天气好， 抓紧收回

去 ， 这可都是咱家‘宝贝’ 的口

粮。 ”吴喜明口中的“宝贝”就是他

家牛圈里的

29

头肉牛。在他看来，

从贫困户到脱贫户，再到成为村里

的致富带头人，这些“宝贝”是他一

路奋斗、改变家庭境况的制胜“法

宝”， 也是他开启未来幸福美好生

活的关键“钥匙”。

“只要往前干，咱啥也不怕”

今年

62

岁的吴喜明， 曾经一

贫如洗 ， 是乔崾岘村典型的贫困

户。 彼时，吴喜明的父母均患病在

身，母亲卧床多年，孩子都在上学，

家中只有他和妻子两个劳动力，根

本无法外出打工，只能靠种地的微

薄收入过活。

2017

年，由中央统战部、全国

工商联组织实施的“光彩事业”养

殖项目计划在乔崾岘村实施，扶持

农户养猪、养牛。 村干部上门征集

养殖意愿， 吴喜明心里打起了鼓：

“养牛费钱又费时， 家里只有两个

劳动力 ， 还要伺候老人， 能养好

吗？ ”做规划，算清账……村干部反

复劝说开导，告诉他可以加入村里

的养殖合作社， 大家抱团发展，一

定能养好。思来想去，最终，吴喜明

放下心来，决心养牛。“光彩事业”

项目为他家免费投放了

1

头肉牛

和

2

头生猪 ，还新盖了

1

座养殖

棚圈。

干起养殖后，吴喜明感觉他的

生活迎来了新希望，看到了脱贫的

曙光。“当时，我心想，少养不如多

养，所以就横下心，通过贷款、借款

买了

4

头牛，第二年又买了

2

头。 ”

吴喜明说，起初，因为没有养殖经

验，牛饲料如何搭配、生病如何医

治等诸多问题，他一概不懂。 为了

养好牛，他虚心地向有养殖经验的

农户学经验、讨技术；每次兽医到

家里给牛看病时， 他都会问长问

短，详细记录，慢慢地摸索出了一

套自己的“养牛经”。

“家里啥都没有，就是有一身

使不完的劲，只要往前干，咱啥也

不怕。”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和干劲，

吴喜明养 牛 慢 慢 有 了 成 果 。 到

2019

年，他家的养殖场已有

10

头

牛，第一次出栏，吴喜明就赚了近

万元。 也是在这一年，吴喜明脱贫

了。

从牛圈里蹚出致富路

“养殖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啥

都要亲力亲为。 ”感受到养肉牛收

益不错后，吴喜明又购买了几头母

牛来繁育。但是，随着牛增多，饲料

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吴喜明家的

十几亩地全部种上玉米也不够，于

是他开始满山遍野地找野草，一捆

一捆地往回背 ； 家里饮牛的水不

够，他就一担一担地往回挑；母牛

下崽时，无论多迟，他和妻子都要

守在圈里看着；农忙时，他常常凌

晨

4

点就要起床清圈、喂牛……凭

着一股不怕苦不怕累的“牛劲”，吴

喜明家牛圈里的牛逐渐多了起来。

从

2022

年开始， 他家肉牛存栏达

到

40

多头，每年毛收入在

20

万元

左右。

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生

活，吴喜明和他的家人成功打赢了

“翻身仗”：他和妻子悉心照料两位

老人，伺候他们终老，妻子荣获庆

阳市“好媳妇”称号；孩子们已长大

成人， 各自找到了自己的致富路

子，尤其是大儿子吴锦鹏，跟着父

亲走上了养牛致富的道路，现在他

自己家的牛存栏量也有

40

多头 ，

2021

年还被推选为庆阳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如今，父子两

人都办起了家庭农场，经营得风生

水起，在当地传为佳话。

“做梦也没想到，我居然成了

本村的养殖大户。 ”看着自家牛圈

里的肉牛，吴喜明心里有说不出的

喜悦。

“想带动更多人实现致富增收梦”

宽敞的养殖场内，一头头膘肥

体壮的肉牛发出“哞哞”的叫声，翘

首等待饲喂。 吴喜明麻利地将饲料

倒进食槽，随后又添加饮水，打扫

圈舍，一切显得忙中有序，精瘦的

身板充满了力量。

“除了种田、养殖 ，我啥也不

会， 是产业帮扶政策让我这个穷

了几十年的庄稼人有了奔头。 ”回

忆起自己的奋斗之路，吴喜明说，

自己一直都不孤独 ， 当地政府在

养殖产业上的诸多政策给了他很

大的“帮衬 ”：

2018

年，政府补贴

4000

元打了小电井， 彻底解决了

养牛缺水的问题；

2020

年， 免费

为他盖了一间

10

平方米左右的

草料棚 ， 他又通过农机补贴购买

了一台电动铡草机， 从此再也不

用人工铡草；今年，水泥入户路直

接修到家门口， 拉草运牛都很方

便……桩桩件件都为他的产业发

展提供了便利。

“好政策这么多，咱更不能‘等

靠要’。自己不努力，也不能真正摆

脱贫困。 ”如今，吴喜明虽已年过六

十，但他仍然干劲十足。 手里有了

余钱后，他又流转了同村农户的十

几亩地，全部种上了玉米，给自己

的“宝贝疙瘩”备足口粮。

自己富起来的同时，吴喜明也

同样没有忘记帮助身边的乡亲们。

他积极动员周边群众发展养牛产

业，走村串户传授养牛技术，现在

已是大家眼里的“土专家”。在他的

带动下，仅他所在的乔崾岘村小崾

岘组的养牛户就有

18

户， 共养牛

140

余头。“我家前两天刚出栏了

16

头牛 ，还剩下

29

头 ，将来还打

算扩大养殖规模，想带动更多人实

现致富增收梦 ， 大家一起过好日

子。 ”吴喜明说。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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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牛“土专家”带领乡亲闯富路

苹果丰收采摘忙

10

月

14

日，山西省万荣

县汉薛镇东文村

村 民 在 采 摘 苹

果。 近年来，当

地立足地理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

苹果产业，通过

市场引导、示范

园带动、田间培

训等措施，进一

步 提 高 果 品 质

量，助力农户增

产增收。

张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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