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陈开端

农民信赖的“植物医生”

今年

64

岁的陈开端是连江的

“植物医生”， 每年要前往连江各乡

村开展农技培训讲座近

20

场，大力

推广新品种、新农药、新肥料、新机

械、新技术。

为了让农户看得懂、听得懂，他

会结合不同时节作物的生长情况制

作课件，向种植户推广普及播种、修

剪、除草、病虫害防控等方面的好方

法。 他还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结合

现场实践，让讲课内容通俗易懂，深

受合作社、 家庭农场、 种植大户喜

爱，每年受训的农民达

1000

人次

以上。

针对农民不同的“点单”需求，

他深入田间地头，为农作物“把脉问

诊”，然后“开处方”。 有一次，陈开端

在下乡开展农技培训期间， 了解到

连江县敖江绿原生态农场种植

的脐橙品种存在果皮厚、 品质

不佳、收益差等问题。他多次前

往绿原生态农场脐橙园进行调

研， 终于找到了脐橙品质不好

的原因。“这是因为长期使用化

肥和除草剂， 导致土壤酸化和

板结。我们从改良土壤入手，改

善土壤团粒结构， 采取人工除

草、施有机肥、加强修剪、增加

中微量元素等方式进行处理。 ”

经过一年的调理， 果树长势和

果肉品质得到了改善， 企业效

益明显提升。

连江县委老干部局去年设

立“连江县银发人才发挥作用

基层联系点”，退休后的陈开端

成了驻点成员。 陈开端给植物

看病的技术有口皆碑， 许多农民慕名

而来找他帮忙。

陈开端的手机里存着不少农民朋

友的微信。 农民在作物种植过程中遇

到“疑难杂症”，会通过微信发照片、打

电话向陈开端请教。 陈开端都会逐一

耐心答疑解惑， 如果遇到较为复杂的

作物种植难题，他就直接奔赴现场

查看。

陈开端还致力于抓好科普基地建

设，目前已参与建立科普基地

6

个，建

立联系点

20

个，以点带面打造村民家

门口的科普“加油站”。他还编写了《连

江县红火蚁防控技术预案》等材料，普

及病虫害防治知识。多年来，陈开端入

选福建省离退休干部“乡村振兴指导

员”、福建省最美农技员等。

（赵立美）

家庭农场主李伟：

他为都市人定制“乡愁”

3

月

15

日， 经过雨水洗礼后的乡村，空

气更加清新。

渝北区木耳镇五通庙村农小李生态农场

内，农场主李伟忙着接待新一批客人。

李伟原本是传统蔬菜业主， 但他发现在

城区近郊发展传统农业没有出路， 于是决定

转型升级打造都市农业。

曾一度陷入沉寂的五通庙村， 也因为都

市农业的扎根引来了人气， 年接待游客量超

过

8

万人次。

发展传统农业失败，找到都市农业“新玩法”

今年

31

岁的李伟，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从小就和农业结

下了不解之缘。 ”李伟说，在大学期间他常常

去成都市周边家庭农场做义工， 心中一直有

个“田园梦”。

毕业之后李伟决定回到渝北区老家打理

40

多亩蔬菜基地。 但由于发展传统农业控制

不好种植成本，蔬菜打不开市场，他没能赚到

钱，田园梦也成了泡影。

心灰意冷之际， 李伟突然想到在大学时

学到的都市农业的相关知识：“渝北区的乡镇

背靠中心城区这个大市场， 既然传统农业玩

不转， 是不是可以通过发展都市农业来翻

盘？ ”

于是， 李伟前往成都近郊发展都市农业

的天府绿道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学

习，该公司将环城生态区的农田连结成片，种

植水稻、蔬果等农产品。

公司生产管理部负责人彭云兵告诉李

伟，都市农业和传统农业最大的不同，就是要

有吸引城市消费者打卡的“爆点”。比如，在公

司负责的青龙湖示范区农业教育基地中，五

颜六色的成都平原土壤样本、“鱼菜共生原

理” 实验装置……诸多看点了吸引数万人打

卡。

李伟回到渝北后， 计划在农场推出针对

都市人群的“半日游”：游客可以来采摘草莓、

水果番茄等，也可以喝下午茶、烧烤、垂钓。

用“空中西瓜”作爆点，让农场成为网红景点

2019

年，李伟敲定想法后，决定投入所

有积蓄放手一搏， 他在木耳镇五通庙村流转

了

80

多亩地， 建起了

8000

平方米的智能化

种植大棚，取名为农小李生态农场。

转型升级后的农场主业务变为亲子采摘

游、都市休闲，为此，农场内的智慧大棚种上

了草莓、西瓜、番茄等便于采摘的果蔬。。

“从几个预订电话，到农场门口汽车排起

长龙， 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 ” 李伟如法炮

制，将农场里立体栽培的番茄、草莓等也拍成

同类型短视频，同样爆火。 视频火了之后，李

伟的农场也成了当地知名的乡村景点。

免费教技术，给家乡带来流量

农场有了人气， 也引来了五通庙村村民

好奇的目光，不少村民问李伟“要怎样做，才

能让自家的农产品卖出去？ ”

五通庙村党总支书记苏苡也找到李伟，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跑去城里打工了，现在

农场游客不少，能不能教教村民，让大家都来

发展都市农业？ ”

李伟一合计， 仅靠自家农场单打独斗体

量不够大，产业也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游客，

联合村民一道发展农场才能有稳定客源。

如何做？ 李伟想，“农场里的番茄、西瓜、

茄子等多种蔬果均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何

不先让村民的农产品借绿色种植技术打出名

气？ ”

说干就干，李伟先应聘了当地“特聘农技

员”一职，并向村民承诺他教种植技术分文不

取。 在李伟拍胸脯保证下，陆陆续续有

30

余

位村民到农场考察、学习技术。

很快，“免费学技术”的消息在当地中不

胫而走，到最后，累计有

300

多位村民前来学

习农场的种植技术，生态种植、绿色种植等模

式在五通庙村逐渐推广开来……

几年下来， 凭借“绿色食品”“生态种

植”，五通庙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村里

15

户村民同意将自己的土地出租供村集体统一

规划和打造“共享农场”，村里还有村民开启

了农家乐，返乡青年杨爽还学起了做短视频、

搞直播， 将村民的土特产销售给游客当伴手

礼……

（刘冲）

资料图片

三峡娃返乡种茶记

荒山十年变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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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

16

春分时节， 丰都县树人镇万

寿桥茶山的茶垄间飘着清香。

400

多名采茶工穿行在云雾中，手指翻

飞间，嫩叶纷纷落入竹篓。

茶山主人杨杰站在坡顶 ，望

着忙碌的人群感慨：“当年立下的

誓言，今天终于实现了。 ”这个

35

岁的三峡移民子弟，用十年时光让

家乡

400

亩荒山披上绿装，种出了

精品白茶。

返乡创业：荒山种下希望

2004

年，

14

岁的杨杰随父母

三峡移民浙江长兴县。一次安吉之

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两山”理念发源地余村村

口， 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巨石前，父亲望着相似的山

形 突 然 叹 息 ：“老 家 山 上 都 荒

着 ……”

“那

10

个红色大字深深地印

在了我心里。 ”父亲的话让杨杰彻

夜难眠。 在安吉白茶核心产区，他

亲眼看见满山茶树如何变成“绿色

银行”。 想起家乡撂荒的坡地，一

个大胆念头冒出来：“老家也能种

白茶！ ”

杨杰在长兴县初中毕业后，

上职高学了汽车运用维修专业。毕

业后，一直跟爸妈学织布，一家人

一年收入

30

余万元。

说服父母后， 杨杰开始了两

地奔波的日子： 白天在纺织厂帮

工， 周末往安吉茶山跑。 几年间，

他跟着茶农学种植、制茶，硬是从

汽车维修专业出身的“门外汉”，变

成了半个茶叶专家。

2014

年秋天，杨杰带着

30

万

株安吉白茶苗回到丰都。在锯子沟

种下第一片茶园时，他在日记本写

下：“要让家乡的荒山变金山。 ”

十年磨一剑：汗水浇出好茶

创业远比想象艰难。 首批茶

苗因水土不服枯死大半，积蓄打了

水漂。 杨杰没有气馁 ， 又回到浙

江，白天在纺织厂干活，晚上啃茶

叶种植书籍。

转机出现在遇见同乡 金 私

学———这位投资茶坊多年的“土专

家”，把经验倾囊相授。

2018

年， 得知蒋家山老茶场

要转包， 杨杰连夜驱车

1500

公里

赶回。 这次他做了充分准备：丰都

树人镇万寿桥老茶山地处 北 纬

30°

黄金产茶带，昼夜温差大利于

茶叶养分积累。 经请专家抽样检

测， 万寿桥老茶山土壤

PH

值、有

机质含量完全适配白茶生长。

科学种植带来惊喜。 这里的

白茶比原产地早采

10

天， 白化度

更高，氨基酸含量达

7-11%

，比普

通绿茶高出近两倍。首批茶叶上市

就卖出

2000

元

/

斤高价， 订单从

江浙茶商扩展到广东、云南。

“我只采春茶，种年轻人喜欢

喝的白茶。 ”杨杰给自己定位种植

高端白茶，从种植着手，用手除草、

用农家肥、 用农生物环保药剂，要

求采摘茶叶必须保证是前两张叶

子内的嫩茶芽。他说，“这样的茶芽

叶质柔软，色泽鲜翠，制成的茶叶

才茶香扑鼻。 ”

现在，杨杰共流转

400

亩撂荒

地，先后种植了黄金叶、白叶一号、

奶白茶等新品种，注册了“菩茶汇”

品牌茶叶，实行订单式生产，年销

售额突破

200

万元。

共享成果：茶山种出共富路

清明前的蒋家山最是热闹。

62

岁的代朝红天不亮就上山，边采茶

边算账：“土地流转金、务工工资加

上分红， 每年能挣

4

万多……”老

代不知道的是，这片茶山每年带动

200

多户增收， 光是劳务费就支出

百万余元。

“我学到的不只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带回来

‘共同富裕’的思想。 ”在杨杰推动

下，万寿桥村建立起“土地流转

+

入股分红

+

技能培训”机制。

80

余

户脱贫户通过茶场稳定就业，

200

多名留守妇女成为采茶能手。 他

说，“蒋家山是大家共同的‘金山银

山’。 ”

“让每片茶叶都饱含科技含量

和民生温度。 ” 杨杰告诉记者，在

“三变”改革中，当地党委政府给予

茶山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现在，杨

杰已成为树人镇新农人的典范，农

业农村部、财政部培育项目认证的

乡村振兴“头雁带头人”。 他表示，

下一步将建设智慧茶园，开发茶文

旅融合项目，做强茶经济。 这个曾

经离乡背井的三峡娃，正用跨越山

海的智慧与情怀，让传统茶产业焕

发新生机，反哺家乡父老乡亲共同

致富。 （彭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