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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蔬菜、林果、中药材、牧草、瓜果等种子
绿化、花卉、观赏、果蔬、杂果等苗木

信息直通车
广告

● 扶 风 县 老
支 书 苗 木 专 业 合
作 社供应：苹 果 苗

鲁丽、蜜脆、土岐；樱

桃苗（砧木：大青叶、

马 哈 利 、吉 赛 拉）：

俄 8、美早、沙王、早

大 果 ；葡 萄 苗 ：阳 光

玫 瑰 。 合 作 社 长 年

提供优质苗木，种子

及接穗，组织专业嫁

接工人，承接嫁接业

务，签订合同、保证质量。联系人：仵先生（13992757293）地址：

陕西省扶风县绛帐镇南仵村

1月的吉林，皑皑白雪覆盖

着广袤的黑土地，天寒地冻里的

人们没有“猫冬”，依然热火朝天

地忙碌着。他们之中，年轻人的

身影越来越多。近年来，吉林省

一批“新农人”回到家乡创业，成

为乡村振兴的“领头羊”。

邵亮亮：
把农产品卖到国外

这几天，在全国产粮大县吉

林省梨树县的北夏家村，不少村

民拿到合作社分红，高兴地去办

年货。这些种地“老把头”在几

年前不会想到，在一位大学生的

带领下，他们在黑土地上找到了

致富希望。

北夏家村曾是贫困村，村民

靠种植玉米生活，收入普遍不

高。从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邵亮

亮毕业后，2012年，他毅然回到

家乡，发挥农学专业知识，带领村

民调整种植结构，闯出新天地。

西兰花和鲜食玉米是邵亮亮

选定的经济作物。他带领大家使

用绿色种植技术，让高品质经济

作物不仅受到国内市场欢迎，还

卖到了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

如今，已有近百户村民加入

了邵亮亮的合作社，收入比过去

大幅提高。“没想到今年‘红包’

这么大，加上平时在合作社的工

资，来年还得好好干！”合作社成

员李秀梅笑着说。

孟佳宁：
1小时销售1万袋大米

降低创业门槛、减免税费、

拓展融资渠道……吉林省近年

陆续出台支持农村青年等人员

返乡创业创新的政策措施。

2021年以来，吉林省人社部门

探索为乡村振兴人才评职称，引

领新农民转型，培养一支素质过

硬的乡村人才队伍。

“我争取靠种地评上高级职

称。”在吉林省舒兰市的孟佳宁

说。大学毕业后，孟佳宁曾先后

在天津、北京从事艺术类及市场

类工作，她发现家乡很多物美价

廉的土特产经常滞销，2017年

决心返乡创业。

她的第一个想法是打造农

业品牌。这几年，她推动舒兰大

米进驻淘宝、天猫等平台，还瞄

准短视频平台，曾创下了1小时

销售1万袋大米的成绩。

梁铖龙：
发展民宿助力乡村振兴

山里刚下过一场雪，梁铖龙

与朋友在户外灶台做了一桌东

北菜，他们将过程拍成视频，在

社交平台收获上万次点赞。“这

蓝天白云的好环境，太馋人了。”

梁铖龙最新的创业项目受到网

友的认可。

梁铖龙的家乡在吉林省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他曾

长时间在外国打工，一次探亲让

他感受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改善。2018

年，他回到家乡开拓生态养殖市

场。在陆续申请到返乡创业贴

息贷款后，他的养鸡场扩大到

200 亩，每个月能为市场提供

2000只肉质鲜嫩的土鸡。

“以前农村没什么人，路也

不好，你看看现在。”梁铖龙边说

边介绍着他新开的乡村民宿乐

园，特色的民居和整洁的道路藏

在山间，最多的时候每天能接待

三四百名游客。

梁铖龙和他的创业伙伴们

还研究着新项目，计划下一步开

发森林旅游、森林研学、冰雪乐

园等新项目，日子红红火火。

（据新华社）

黑土地上黑土地上““新农人新农人””返乡创业记返乡创业记

田朋军来自安徽省阜阳

市，是一名 90 后返乡创业

者。2020 年回到家乡后，开

始从事葫芦的种植和深加工

产业。经过几年的打拼，不

仅自己小有收获，还依靠葫

芦种植带动四五十名贫困户

就业增收。下一步，田朋军

打算继续扩大生产，带动更

多家乡村民种植葫芦，增收

致富。

新华社 发

近日，在河南省鲁山县

江河新区稻谷田村一处向阳

的山脚下，数千只鸭子正在

享受冬日暖阳，这些鸭子膘

肥体壮，走起路来憨态可掬。

“我们这是散养鸭，鸭蛋

品质比一直待在大棚里养殖

的好，不过我们建了个保暖

大棚让鸭子住在里面，所以

鸭子冬天也能一直产蛋。”养

殖场主人、今年46岁的崔增

文介绍说。

2022年 9月，崔增文筹

建了占地600多平方米的养

殖大棚。为让养殖大棚保

暖，崔增文特意在大棚骨架

上面铺设了两层塑料薄膜、
两层毡布、一层草，最上面的
毡布还喷了一层防风化的水
泥浆；养殖大棚里的地上还
撒上了一层麦秸秆，这样冬
季大棚里面夜晚最低温度也
能保持在10℃以上，给鸭子
创造了一个“温暖的家”。

大棚建成后，崔增文从

湖北荆门引进了2800多只3

个月龄的蛋鸭开始饲养。“这

些鸭子叫‘金定蛋鸭’，几乎

每天都会下蛋。目前个别鸭

子已经下蛋，估计一个月后

将进入产蛋高峰期。我加入

了县里一个养鸭合作社，鸭

蛋由他们包销。鸭子一年后

淘汰，也有专门收老鸭的，所

以我养鸭基本没啥风险。”崔

增文说。

“农村散养的鸭子、鸡，

一到冬天基本就不怎么下蛋

了。还是大棚养殖好，冬天

也能下蛋，这些年鸭蛋价格

很稳定，比养鸡效益高不

少。我们村目前已经有两户

养殖大户，我们也会支持村

民多养鸭，把它当作‘一村一

品’、振兴乡村的主导产业来

抓。”稻谷田村党支部书记崔

广献说。

（乔新强）

春节刚过，在四川省射洪市太

乙镇观澜村泰益肉牛养殖合作社

标准化养殖场内，饲养人员正忙碌

着拌料喂食、清扫圈舍。一头头西

门塔尔牛毛色光亮，膘肥体壮，正

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草料，时不时发

出“哞哞哞”的叫声。

在距离合作社养殖场不远处，

一个矗立的大型圆柱体物件很是

引人注目，合作社负责人刘平贵介

绍说：“这个物件是沼气恒温发酵

罐，可以对牛粪尿进行无害化处

理。”合作社推行绿色生态养殖模
式，以水稻秸秆作为肉牛食材主要
原料，并创新发酵技术，将牛的粪
便制成有机肥料，循环利用，在解
决污染问题的同时，还实现了利益
最大化。据了解，合作社聘请了四

川农业大学作为合作社技术顾问

单位，指导科学养殖，全面提高肉

牛产量，保证每头肉牛一年生长

1300斤以上。

由于推行绿色生态养殖、科学

饲养，合作社养殖效益很可观，目

前肉牛年存栏3000余头的规模，

2022年实现产值9000余万元。

“现在政策好，政府对肉牛养

殖的支持力度大，合作社收入比较

好，我要抓住机会，好好发展肉牛

养殖！”刘平贵信心满满地表示。

他计划在未来两年之内，发展到1

万头牛的存栏养殖规模，再增加

5000亩牧草，年计划消化利用农

作物秸秆3万吨以上，实现肉牛养

殖从种草、养牛到饲料加工、肉类

加工，再到旅游产品的销售，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从田间到餐

桌的全产业链，用“牛经济”为乡村

振兴提供充足的“牛动力”。

（贾明高）
暖棚养鸭 低温季节也产蛋

年产值9000余万元
养肉牛有奔头

大学生返乡从事葫芦深加工产业

1月6日，孟佳宁在位于吉林省舒兰市的工作室内直播卖大米。

田朋军正在查看葫芦工艺品田朋军正在查看葫芦工艺品。。

推行绿色生态养殖模式，实现利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