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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出产的富硒小土豆深受消费者喜

爱。一颗土豆不仅带火了乡村游，也

催生出一个新职业———土豆经纪

人， 他们在种植户与消费者之间架

起桥梁，为村民带来经济效益，为消

费者送去地道美食。

恩施州咸丰县小村乡田坝村村

民席印海就是一名土豆经纪人。 他

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后辞职返乡创

业，种植过有机蔬菜，做过电商和直

播带货。尝试过多种行当后，他最终

将目光聚焦在土豆上， 即恩施人俗

称的“洋芋”。

在席印海看来， 土豆经纪人就

是“土豆

CEO

”———他们负责在村

子里发展土豆种植业， 一头不断拓

宽销路和市场， 一头带着农民不断

提升田间管理水平。

恩施土壤肥沃、 富硒， 独特的

生态环境造就了以“马尔科”品种为

代表的恩施土豆“绵而不糊，粉而不

化”的品质。但受制于交通及销售渠

道等因素，恩施土豆曾一度“身在深

闺无人识”。

席印海说：“我从小就跟着长

辈们种土豆。 我想把这个‘土疙瘩’

运出山，让更多人品尝它的美味，也

让种植土豆的父老乡亲有一笔稳定

的收入。 ”

自

2019

年

4

月起，席印海开始

在咸丰、 利川等地的村村寨寨收土

豆。

4

年多时间，他走过的国道、省

道、乡道、村道不下

50

万公里。“收

购来的土豆集中运送到武汉市的仓

库里，按照大小、品质进行分级后，

推向武汉的各个商超。 ”席印海说。

土豆经纪人这个职业，并

不简单轻松。 对土豆进行分级

的环节， 席印海就摸索了大半

年， 刚开始他拿不准土豆的重

量和品质。 为了练习眼力，席

印海坐在土豆堆里， 一个土豆

一个土豆地称。 那段时间，他

每天大约过手

5000

多个土豆。

经过历练，席印海分拣土

豆的技能越来越娴熟。“现在

摆在我面前一堆恩施土豆，我

看一眼就能分出是什么品种、

属于哪个等级。 ”席印海说。

“看、闻、掂、切，每一个看

似普通的动作都是经验的累

积；一亩方田、一次展会、一个

平台， 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暗

藏着商机。 ”席印海表示，一名

合格的土豆经纪人既要有眼力

也要有眼光。

为了发展土豆产业，席印

海带领村民建立种薯繁殖基

地、 发展万余亩种植基地、申

报“富硒土豆”认证。“从

2023

年初开始， 我们通过‘公司

+

村集体

+

农户’模式发展壮大

土豆种植业。 ”席印海说。

如今，土豆经纪人已经成

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重要力量。

他们活跃在种植户身边， 发挥

着连接生产与市场的纽带作

用 ， 提高了抵御市场风险的

能力。

为确保农民种植的土豆

能够及时销售出去， 席印海带

着团队寻找新的销售渠道，比

如， 生鲜超市、 电商平台等。

“我们种植的土豆先后在昆明、 青岛

等

19

个城市的生鲜商超上架。 ”席印

海表示 ，他们还在上海、杭州等地建

立了仓库。

独木不成林。 多年来，席印海先

后带动恩施市沙地乡柳池村土豆种

植大户柯兴敏夫妇、建始县高坪镇大

堰塘村党支部书记王德炎等

10

余人

也都成为土豆经纪人。

“与席印海合作后，土豆的销售

更旺了。 ”王德炎说。

一说起土豆，柯兴敏夫妇就喜不

自胜：“种植土豆

10

多年， 价格从一

斤

5

角到最高时一斤

3

元，土豆身价

倍增，我们的收入也跟着倍增。 ”

“作为土豆经纪人，不能只看见

一个土豆，得看得见一条产业链。 ”席

印海认为，土豆经纪人的任务远不止

把土豆卖好，更大的职责是带着村民

把土豆卖得更长久。

新春刚过，席印海又敲定了新的

任务单———与科研院所等合作研发土

豆加工、去皮、保鲜工艺，打破“土豆

只能在

6

至

10

月购买” 的时间局限，

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上新鲜高质的

有机土豆。

席印海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

“希望通过旅游发展， 带动村里其他

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创业机会，吸引

更多年轻人回村。 ”他说。

席印海表示 ，未来，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深入推进 ， 我国农业规模

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将不断提升，

对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将持续提

升。 他坚信，像他这样的经纪人将迎

来更加广阔的职业前景。

（董庆森 柳洁）

活跃乡里的“土豆

CEO

”

山西运城：“晋南粮仓”春耕春播拉开序幕

3

月

2

日，夕阳下，农机手在山西省新绛县泽掌

镇泽掌村加紧平整土地备耕春播。

农历龙年二十四节气“惊蛰”已过，在“晋南粮

仓”山西省运城市，春耕备耕拉开序幕，田野、田园、

田间一派繁忙， 农民们投入到抢抓农时平田整地、

清除杂草、春灌春浇、管护果树春耕春播备耕热火

朝天劳作中。

高新生 摄

安徽省怀宁县：

“小黄鳝”游出“富民路”

春节期间， 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石牌镇保

湖村养殖的黄鳝， 每公斤

80

元的价格在市场上

还供不应求，养殖户们赚得盆盈钵满，个个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初春时节 ， 走进“怀宁县黄鳝养殖第一

村”———石牌镇保湖村，只见一排排铺满水草的

网箱， 漂浮在水面上； 一方方布满网箱的鱼池，

连绵数里， 铺展别具一格的田园乡村美丽画卷。

村民汪结琴划着小船，在一方鱼池中忙着整理网

箱。汪结琴高兴说：“我家共有

1000

多口网箱，这

两年的行情都非常好， 每年的总收入都能超过

100

万元。 ”

据保湖村党支部书记汪祝燕介绍，

2011

年，

保湖村依托村内丰富的水面资源，开启“网箱养

鳝”模式。 这几年，黄鳝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保湖

村村民汪结春是保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掌

门人”，在他带领下，村里

8

人加入合作社，通过

土地流转方式， 与邻村协商， 扩大黄鳝养殖面

积。目前，该合作社“网箱养鳝”超过

200

亩，成品

黄鳝主要销往江浙沪地区， 每年总销量

30

多万

斤，每斤售价

35

元，旺季可达到每斤

40

元，年销

售额达

1000

万元。

看着自己连片的网箱，汪结春说：“黄鳝养殖

对水质的要求比较高，我们保湖村坐落在皖河河

畔，水资源比较丰富；另外，这个产业对劳动力

要求不高，只要身体健康的都能够完成各项养殖

工 作 ， 而 且 效 益 可 观 ， 形 成 规 模 之 后 ， 销

售 不 愁。 ”

“我现在在家门口干活，经常在这里上班，一

年收入两三万块钱， 也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

感觉挺好的。 ”保湖村村民汪传龙高兴地说。

为了做足“水面经济”文章，石牌镇对村民养

殖场地、用水、用电、排灌等方面进行协调，让村

民安心筹建养殖场所；在技术方面，水产技术人

员走进田间、深入养殖水塘，和水产养殖户一起

攻关， 解决水产养殖方面的问题。“养殖是一门

技术活，光靠激情蛮干，一拥而上是不行的。 前

几年，附近一位村民看到水产养殖有钱赚，热情

高涨， 便投入巨资建造了养殖场， 一年下来，亏

了不少，特种养殖不懂技术是不行的。 ”石牌镇

副镇长董杨根如是说。

据董杨根介绍，目前，石牌镇保湖村养鳝面

积达

960

亩， 投放量

4.8

万箱， 年产黄鳝

150

万

斤，产值超过

5000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科技服务力度，在全镇

大力推广水产养殖技术，形成‘田里种稻 ，田间

水塘养殖’的特色模式，为促进农民增收持续用

力。 ”怀宁县石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阳海表

示。 （钱续坤 朱能干）

山西省启动“农资忽悠团”

整治百日行动

当前，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资

销售的高峰期。 为打击“农资忽悠团”，持续保持

农资打假高压态势，近日，山西省启动“农资忽

悠团”整治百日行动，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确保

农业生产安全。

据悉，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深

挖严查、标本兼治、打防结合，坚决铲除

"

农资忽

悠团

"

滋生土壤，同时以百日行动为抓手推动全

省农资打假工作走向深入。

具体措施：一是紧盯重点保春耕。围绕种子、

农药、肥料、兽药、饲料等农资，聚焦肥料养分含

量不足、农

(

兽

)

药隐性添加等问题，严厉打击制

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犯罪行为。二是紧盯隐

患强巡查。 采取监督抽查、飞行检查、暗查暗访

等多种方式，着力查找问题隐患，确保农资市场

规范运营，让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

三是紧盯网络强监管。全面开展网络农资打假活

动，督促电商平台切实履行责任。 逐一核实农资

电商的资质身份，建立健全合规经营者名录。 四

是紧盯质量强抽检。有计划地开展农资质量监督

抽查工作，加大监督检查频次，提高监督抽查效

率，及时发布农资消费警示信息。 五是紧盯案件

重查处。 对于巡查检查、监督抽查、群众举报等

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加大执法查处力度，查处

一批违法案件，严惩一批不法分子，公布一批制

假售假典型案件， 震慑制售假劣农资不法行为。

六是紧盯普法抓宣传。多渠道宣传农资打假治理

成效，普及农资法律法规和打假维权常识，推广

安全用药和绿色防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主体识

假辨假和依法维权能力。 据《山西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