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学
生
新
农
人
助
力
端
牢
﹃
中
国
饭
碗
﹄

植 保 无 人
机、北斗导航、免
耕播种机、智慧
农业物联网……
随着农业现代化
的深入推进，各式
各样的新农具成
为农业生产的“新
式武器”。操作这
些新农具的生力
军正是新一代年
轻大学生。

曾经，离开
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村生活，是
很多农村大学生
的梦想。如今，
看准农业生产向
规模化、机械化、
科技化、现代化
转变的机会，一
些 大 学 生 毕 业
后，选择走进田
间地头，把青春
播撒在希望的田
野上，成为新型
职业农民，让“谁
来种地、怎么种
地”的时代课题
有了新答案。

大学生“新
农人”，依靠科技
智慧和科学知识
逐梦乡村，为农
业现代化注入新
活力，给乡村振
兴带来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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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慕仪镇齐西

村的农田，齐叶叶（左）与齐昆调试植保

无人机（2023年2月27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沿着麦垄，刘记森小心翼翼蹲下

身，拔出一株麦苗，抖落土，放在手心。

“你瞧，今年的麦苗长势好得很！”

“90后”新农人刘记森戴着一副眼

镜，年轻帅气，谈起种粮头头是道。

2014年，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毕业后，

刘记森回到河南省小麦产量第一大市周

口市商水县魏集镇，与父亲一起经营种植

专业合作社。“我们所在的高标准农田，有

物联网控制中心、气象观测站、各式节水

灌溉设备……”刘记森边说边用手机向记

者演示，“如今靠着科技种田，管理精细

了，出力变少了，产出却多了，平均每亩地

比传统种植增产100多斤。”

农业强国，关键在人。像刘记森一

样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快速成长，成为推

进粮食高产稳产的重要力量。

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一些农

民外出务工导致土地撂荒，农业后继乏人

问题明显，“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成为新课

题，如何端牢“中国饭碗”面临新挑战。

为此，国家着眼于农业农村实际，

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着力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

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提出，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

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

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让其留得下、能创业。今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提出，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农民

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业，

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共同增收。

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刘记森的合

作社流转土地的规模不断扩大。2017

年，刘记森创新探索“村委+农户+合作

社”的全新托管服务模式，增加了农民

收入，也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刘记森介绍，合作社成员已经从原

来的28户发展到300多户，土地流转面

积由初期233亩发展到6000多亩、托管

土地达到3万多亩。

“下一步打算怎么做？”记者问他。

刘记森说：“发展智慧农业，试种新品

种，引进新技术，用更少的人种更多的

地，为粮食高产稳产作出自己的贡献！”

(据新华社)

4年多前，听说齐叶叶要放弃大城

市的工作回乡务农，她的丈夫很是不

解。齐叶叶给出了她的理由：离家近一

点，现在农村有很好的发展机遇。

今年32岁的齐叶叶毕业于西安石

油大学物流专业，曾在沿海地区工作多

年，担任一家物流公司区域副总经理，

2018年选择返乡务农。

如今，齐叶叶和同是大学毕业的弟

弟齐昆，在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慕仪镇

齐西村耕种着800多亩农田，并为周边

3 万多亩农田提供托管服务。2019 年

以来，齐昆花费 15 万元陆续购入 3 台

植保无人机，自学成为操作植保无人机

的行家里手。2021 年，齐昆获得第四届

中国农机手大赛植保分赛陕西赛区冠

军。当年，他和姐姐同时获得由陕西省

农业农村厅颁发的新型高级职业农民

证书。

常年活跃在农田耕作一线的姐弟

俩，是大学生投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的一个缩影。

在我国东北大堡子村，大学生农民

郭佳明种碱地西红柿的故事，人人称道。

郭佳明的家乡位于辽宁省盘锦市

大洼区，盐碱地居多，是水稻的主产

区，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偏少。2016

年，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郭佳明选择

回乡创业。但刚开始支持者并不多，

人人都劝他：“这盐碱地里种不出黄

金，不如安安稳稳种水稻。”

郭佳明不服气。他与辽宁省盐碱

地利用研究所合作，每天凌晨就起来去

地里干活，研究种植技术。大棚里的日

夜劳作，让郭佳明成了村里的“科学种

地专家”。他不仅对作物生长的每个阶

段变化了然于胸，还研究出碱地西红柿

起垄装置等多种实用技术。

这几年，在当地政府部门扶持下，

郭佳明成立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农

业技术培训学校，辐射带动周围农民共

同致富。

如今，碱地西红柿成了大堡子村的

富民产业。全村共有300余个大棚，近

800名村民种植碱地西红柿，村民纷纷

说“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春风吹过黑土地。走进辽宁省沈

阳市法库县，一场农机培训会在田间地

头热闹开场。“驾驶轮式拖拉机转弯时

一定要减速、鸣号、靠右行。”梁日鹏站

在人群中间，讲解拖拉机的操作规范，

一旁是各式新农机：免耕播种机、秸秆

打包机、植保无人机……

29 岁的梁日鹏，是沈阳农业大学

2016届农业机械化专业的毕业生，上

学期间他曾走访、调研全国近 100个

农业合作社。带着这些经验，毕业后

他来到法库县创办了万盈农业科技服

务公司，成为当地3万亩地的“贴心农

管家”。

“这几年，我们将农田管理接入了

物联网系统，一台手机就能管数万亩

地。”梁日鹏说，他参与开发的“万盈管

理系统”，利用 GPS 对农户的承包地进

行查田勘界、实地测绘。每一块托管的

土地都有一个二维码，客户可随时用微

信扫描了解服务的进程及详情。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

不断赋能农业生产。如今，在一批“新

农人”的操控下，手机远程管理农田，种

地尽显科技范儿。

在有“中原粮仓”美誉的驻马店市

西平县，1.2 万亩老王坡高标准农田由

河南水投柏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流转、投资和运营。毕业于郑州大学的

“80 后”刘亚辉，带着两名“90 后”大学

生台晓林、王仲琦，还有一名“00后”大

学生王英凡，“耕种”着这超万亩良田。

一条条笔直的麦垄，暗含新科技。“每

条麦垄之所以笔直如线，是因为使用了搭

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机，提前规划好线

路，全程自动化播种。”王仲琦说。

如今，这超万亩良田里，物联网控

制着250多个自动化喷灌设备和墒情、

虫情等智能终端，浇地、施肥手机一键

启动，时常引来周边农民的参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王征兵

说，农业现代化关键是种地人的现代

化。由大学生变身的“新农人”，年轻

有活力，文化水平高，学习能力强，接

受新技术快，正让农业生产从“靠人

力”向“靠算力”转变，从“体力活”向

“技术活”转变，新型职业农民正成为

建设农业强国的新生力量。

换装备 让种地更轻松

回农村 奋力干一番大事业

好政策 让“新农人”留得下

这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拍摄的老王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这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拍摄的老王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20232023年年22月月2828日摄日摄，，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张浩然 摄摄

在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田家街道大堡子

村，回乡创业大学生郭佳明（前左）在培训课

上回答农民提出的问题（2019 年 4 月 15 日

摄）。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