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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准一人 带富一方

“村民流转土地有流转金，参

与管护、采摘等，每天还能挣

150

元。 冬桃销售，村集体还有固定分

红。 ”春分过后，陕西省安康市岚

皋县石门镇大河村党支部副书记

胡开江端详着满园含苞待放的冬

桃树枝，喜上眉梢。

大河村是个边远村， 曾经，村

集体经济只有“空壳”。

2021

年，岚

皋县注入扶持资金鼓励发展村集

体经济。 大河村拿到

25

万元扶持

资金，村党支部书记陈吉术却犯了

难，“集体经济对我们村来说是新

鲜事， 我对党建、 村务工作熟悉，

但带领集体搞经营却是门外汉。 ”

一筹莫展之际，村里的致富能手胡

开江进入党员们的视野。村党支部

决定，由胡开江专职负责村集体经

济建设，拿出扶持资金与胡开江共

同投资建成

120

亩冬桃园。

2023

年，胡开江被聘为职业经理人。 村

集体又流转

80

亩土地种植水稻，

新建一个流水鱼塘养殖钱鱼，全村

集体收益当年达到

53.5

万元，村

集体经济迈入稳步营收“新 车

道”。

选准一人， 带富一方。

2024

年， 岚皋县借鉴大河村的经验，出

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职业经理人

选育管理制度，同步建立职业经理

人奖励机制。

“制度明确职业经理人由村副

职干部兼任、 村后备干部专任、村

内优秀人才聘任，并鼓励职业经理

人跨村发挥作用，推动村级组织积

极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人才短板。 ”

岚皋县委常委 、 组织 部 部 长 刘

妮娜说。

目前，岚皋县累计选育

124

名

优秀乡土人才担任职业经理人，带

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益

达

600

余万元，全县

134

个村（社

区）集体经济组织年经营性收益全

部达到

10

万元以上。

（龚仕）

走出门找出路

春日渐暖，走进新疆尼勒克县科蒙乡团结

村，一台台崭新的农业机械映入眼帘，技术人

员正忙着对设备进行维护和调试，一派热闹的

场景。

团结村是一个农业村， 但这里人多地少、

富余劳动力多等问题突出，村民增收一度陷入

窘境。 为改变这一现状，村“两委”与驻村工作

队多次召开村民大会，邀请专家和农机大户共

同探讨，决定引导村民购买大型农机外出务工

增收，为乡村致富播下种子。

“大型农机太贵了，买不起！ ”

“投入那么多钱，赔了怎么办？ ”

计划还没起步就被叫停，村民的质疑让村

党支部书记李慧很头疼。

李慧没有打退堂鼓，而是带着村“两委”干

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积极想办法。 他们入户走

访，耐心细致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算

清增收账，打消顾虑。 同时，努力协调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帮助村民办理农机购置贷款，对

接县农业农村局， 上门办理农机购置补贴手

续，减轻村民购机负担。

村党支部意识到，“单打独斗”难以形成规

模效应，必须抱团发展。 于是引导农机大户吸

纳农机散户成立农机合作社，筹集资金建成农

机服务中心， 将全村

91

户的农机进行集中管

理维护，组建

3

支作业联络小分队，分赴南北

疆考察洽谈，签订跨区作业协议。 作业期间配

备服务指挥车、 维修服务队跟随，

24

小时为农

机手提供技术、技能和安全培训服务。

现在，团结村村民农机跨区作业遍布新疆

伊犁、塔城、昌吉等

7

个地州，年均作业面积突

破

60

万亩，户均南北疆务工收入达

5

万元。

“在村里没出路，支部带我们出门找出路，

现在生活越过越好了！ ”村民蔡帮秀说，村里收

入多了，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看着宽阔的

道路、崭新的路灯、美丽的庭院，村民的笑颜如

春花般绽放。

（孙峰）

“生态存折”能消费

长城脚下 ，百里画廊；古松连片 ，四季花

海。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

四海镇，延庆区的生态涵养乡镇，也是山

区乡镇。 虽然守着这些京味儿十足的资源，但

过去一直没有发展出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

集体经济一度薄弱。

2022

年初，镇里

18

个村

有

7

个集体经济收入不足

10

万元。

产业如何发展？ 乡村如何振兴？ 四海镇坚

持党建引领，精心布局农文旅产业。 经过

3

年

的实践，探索出村集体自主经营、村企合作、共

生社区建设、村村组团共富发展、“股份经济联

合社

+

村集体

+

企业”、 绿水青山使用费生态

权益交易、村集体领办合作社、农资集采直供

等八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模式。

2024

年底， 四海镇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

860

万元，涌现出

1

个百万村、

8

个

50

万村，单

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

20

万元。

四海镇黑汉岭村， 花海夜市、“小溪嘟嘟”

农文旅综合体等项目落户于此。 一到夏日，斑

斓夜色里，灯光如织，来此消夏纳凉的游客络

绎不绝。 村党支部书记史云龙介绍：“

2023

年

我们村成为镇里首个‘百万村’，去年花海乡遇

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创收

79.55

万元，给村民

分红

8.2

万元。 ”

一村富了不算富，黑汉岭村通过“村村组

团共富发展”模式，与楼梁村、郭家湾村等集体

经济薄弱村合作， 既让两个薄弱村参与分红，

还带动周边

40

名村民实现就业。

产业兴旺，更要乡风文明。 今年初，四海镇

推出生态文明积分制，将积分兑换与提升人居

环境、发展生态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倡导文明

新风紧密结合起来，引导村民在共建共治中实

现共享。

据介绍，参与积分的村民都会拥有一张生

态存折，详细记录每一笔积分的获取与使用情

况。生态存折对应

5

个方面

9

类场景，

1

积分等

同于

1

元钱，村民拿着生态存折既可以在合作

超市兑换各类生活用品，也可以在乡村振兴创

客直播间购买四海镇特色农产品，还可以在花

海夜市消费，游览镇域景区。

（施芳）

新农人稻田追梦

乡村振兴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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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好苗八成粮。 ”

在湖南产粮大县———岳阳市

平江县， 梅仙镇稻田村的

90

后陈

江才和

00

后陈宇兄弟俩站在育秧

大棚里，看着眼前绿油油的早稻秧

苗露出笑颜。

“瞧 ，棚内温度、湿度这些数

据， 上面都有实时监测， 一目了

然。 ”

23

岁的陈宇熟练打开手机上

的

APP

指给记者看。

“老一辈人种田，日晒雨淋，忙

活一年，收成还得看天；一些耕地

撂荒， 看着可惜。 年轻人回来，依

靠新技术、新思路发展农业，就是

一份有意义 、 有前景的事业。 ”

2015

年，陈江才回乡，办起“江才

家庭农场”。头一年，他流转了

200

多亩农田种植双季稻，次年增加到

500

多亩，之后又逐年扩大。

农田上了规模， 手插秧苗、镰

刀收稻的传统方式显然得变。

2015

年在参加县里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时，陈江才得知，国家正

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购农机有补

贴，还提供技术培训。

2016

年，他

一口气添置了收割机、 旋耕机、烘

干机等一套机械设备。

“老辈人种地，舍不得用种、下

肥，习惯凭经验。 ”陈江才说，作为

新农人，绝不能因循守旧，得探索

尝试新种法。

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基础是关

键。他把每亩水稻种子用量从过去

的二斤增加到四五斤，让基本苗更

有保障； 同时， 注重施好底肥，及

时为土壤“做体检”，缺什么、补什

么，科学精准施肥。

2018

年， 陈江才成立稻田生

态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注册

了商标“追梦稻田”， 带动更多新

农人向着种田科学化、农业现代化

目标前行。

2021

年

7

月，正值早稻收割。

陈宇来到哥哥陈江才的合作社，把

那些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农业机械

“玩得很溜”。 之后，陈宇辞去县城

的工作，追着哥哥的来时路，成为

稻田村最年轻的新农人。原本在外

务工的何琪，在陈宇带动下，也加

入进来，成为一名“飞防手”。

两人的加入让陈江才发展信

心更足。

2023

年，他与隔壁村种粮

大户李大鹏合伙成立“湖南鹏才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次年新建了

8

个智慧育秧大棚，紧邻稻田；不远

处的工厂化集中育秧基地，一天能

播种

1.6

万盘早稻秧苗 ， 可满足

500

多亩农田需要。

大棚内， 粒粒稻种拱开松土，

冒出嫩芽，浮出一片浅翠。 秧苗长

得壮， 陈江才笑意堆满眼角。“目

前 ， 我们双季稻面积有

5000

多

亩， 平均亩产稳定在

2200

斤以

上。 ”

新农人，更是“兴农人”。

智慧育秧大棚投入成本高，如

何尽可能提高综合收益？陈江才依

托湖南农大专家提供技术指导，通

过“水稻育秧

+

特色农产品种植”

模式 ， 进行全年轮耕轮种———

3

月、

4

月育秧；

4

月至

10

月种植脆

皮辣椒 、黄瓜 、南瓜等果蔬 ，打造

“共享菜园”，发展“采摘经济”；

11

月到次年

3

月 种 羊 肚 菌 、 松 茸

菌———每年可创收

80

余万元。

“蔬菜施肥，是用菜籽饼发酵

的有机肥。 虽然成本更高，但种出

的菜口感好。”陈江才说，现在大家

追求场景消费体验， 讲究吃得健

康，只要质量好，顾客就会主动找

上门。

梅仙镇种植马蹄（学名荸荠）

由来已久。 但以前不成规模，常因

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且口感

欠佳，市场上卖不出价。 陈江才把

广西荔浦的水果马蹄引进来试种，

个头大、品相好、口味佳，每斤收购

价从

3

元涨到

5

元。

看市场前景好，镇上把不适合

种植晚稻的普通农田充分利用起

来，通过“水稻

+

马蹄 ”模式种了

500

多亩，马蹄亩产超

4000

斤，收

益达

1.5

万元。

回顾过去

10

年， 高标准农田

改造 、科学田间管理 、机械化耕

种……农业依靠良田、良种、良机、

良技，实现粮食稳产增收，新农人

陈江才曾经的梦想一一照进现实。

陈江才说， 他带领的

10

多人

新农人团队 ， 有

8

个 是“

90

后 ”

“

00

后”。

“九州粮仓”接续向前。据湖南

省农业农村厅的统计数据，去年全

省通过多渠道实际培训农业返乡

创业人员

25.9

万人， 新增返乡创

业主体

26.2

万个， 带动就业

75.8

万人。

人才与乡村“双向奔赴”，政策

支持“加码” 助力。 湖南农业、财

政、科技、人社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从经营主体培育、 创业补贴发放、

融资服务优化等方面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政策，优先支持返乡创业人

员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 加强农业技术示范与推广、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不断提高乡村向

“新”力。

从洞庭湖腹地到湘江之畔，三

湘大地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怀揣着

干事创业的热情， 带着新理念、新

技术扎根广袤沃野，用辛勤汗水浇

开梦想之花！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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