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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西府沃野——

看              如何

浇地施肥有水肥一体化系

统，监测风力、雨量以及土壤水肥

情况有田间气候检测系统，作物

有无病虫害在智慧物联网监测病

虫害平台一目了然……如今，种

地早已不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面

朝黄土背朝天，只凭力气和经验

了。不信的话，到陈仓区慕仪镇齐

西村去瞧一瞧，那叫“慧”种地。

“这会儿手机上显示风力 1

级，土壤水分 32.9%，土温 9℃。”4

月 23 日下午五点半，刚刚开车从

市区回到家的陈仓区实惠农机专

业合作社副总经理齐叶叶，一边

安顿手上的事，一边打开手机上

的田间气候检测系统，向记者展

示当前麦田的实时状况。她说，现

在通过手机能随时随地了解麦田

的情况，浇水施肥也有水肥一体

化系统，坐在电脑前只要轻轻一

点就能把合作社的800亩地浇了、

肥施了，这对老一辈人来说想都

不敢想。

今年 33 岁的齐叶叶毕业于

西安石油大学物流专业，毕业后

她在外闯了几年。现在越来越多

的现代化、智慧化农业生产工具

和系统被应用到了农业种植中，

农业生产也变得时尚起来，这让

齐叶叶想从事农业生产。2018

年，齐叶叶放弃了城市生活，全

身心地投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

中，成了一名职业农民。“我们

合作社在齐西村有 800 多亩农

田，还为周边 3 万多亩农田提供

托管服务。”齐叶叶笑着说，最近

他们准备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

业，前年合作社淘汰了自走式喷

药机，现在全部用的是植保无人

机喷药，无人机作业面积每小时

300 亩，效率是自走式喷药机的

近 10 倍。

今年 43 岁的刘海峰是凤翔

区横水镇人，也是一名高级职业

农民，更是我市粮食种植农业现

代化龙头企业——陕西汇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他有一个

目标：为本地粮食规模化种植探

索可行方法。日前，记者走进凤翔

区南指挥镇页渠村的汇峰农业小

麦种植基地，看见自动化喷灌设

备 180 度旋转喷水，麦苗长势喜

人。刘海峰说，这几年农田管理也

接入了网络系统，一台电脑、一部

手机就能管数万亩地，更科技、更

高效，粮食产量也更高，现在种粮

食也能致富了。

如今，粮食种植现代化水平

越来越高，新农人开展“高科技”

农机作业，种地尽显“科技范”。

新“羊倌”巧养羊——

返乡发羊财  生活喜洋洋
积极投身奶山羊特色产业发

展中，不仅自身发了“羊财”，还带

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陇县高级职

业农民李博、千阳奶山羊养殖“达

人”梁明，这两位“新农人”正在为

传统农业注入新的元素与能量。

“把羊养好，真不容易。”梁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由自主地感

慨。今年 39 岁的他在成为奶山羊

培育高手前，前前后后干了不少行

当。2014年，梁明回到千阳县老家，

开始养殖奶山羊。起初，仅凭着一

股热情，梁明没少遇挫折，不掌握

科学的培育方法、不懂专业的饲料

选择配比等，奶山羊的数量不增反

减，这对梁明打击极大，但倔脾气

的他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倒是从各

薄弱点一一突破，四处求教、八方

拜师，慢慢地从一个养殖门外汉变

成了养殖能手，现在养羊一年净利

润达到 30 万元。

有着类似经历的“90 后”的

陇县高级职业农民李博，大学学

习财务管理，回到家乡迷上了奶

山羊养殖，通过不断学习、实践，

掌握了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科

学养殖管理技术，从一个养殖“小

白”，变为奶山羊养殖高手。通过

多年打拼，他所创办的陕西关中

奶山羊良种繁育场由小到大，初

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奶山羊

产业链，不光奶山羊能赚钱，羊

奶、羊粪、牧草都能卖钱，年净收

入有 80 多万元。

“年轻人有闯劲儿，不怕失

败。希望我们的成功经验能带动

更多‘80 后’‘90 后’回乡创业，

共同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作为

“新农人”，梁明、李博对于未来信

心十足。

新“猪倌”爱学习——

致富路子越走越宽
乡村振兴，首要是产业振兴，而

产业振兴最离不开人才支撑。岐山

县京宝康鑫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总

经理陈双艳、麟游县丰牧源生态养

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苟让平，这两

个年轻人敢想敢干、吃苦耐劳，通过

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靠养

猪走上了致富路。

日前，记者走进岐山县蔡家坡

镇安乐社区胡新村陈双艳的养猪

场，只见一头头膘肥体壮的生猪憨

态十足，陈双艳正带领技术员逐栏

查看生猪生长情况。说起返乡创业

养猪这段经历，陈双艳打开了话匣

子。她说，最初决定返乡创业时，家

里人几乎都不理解，觉得女孩子在

城里找份安定稳当的工作就行，搞

养殖不光累，风险还大。可有远见的

陈双艳瞅准了农村这个“富矿”，坚

持回乡创业搞养殖。2017 年 5月，

陈双艳用微薄的启动资金购买了

500 头幼猪，开启了创业之路。万事

开头难，陈双艳刚学养猪，很多专业

知识还不了解，因此第一批猪养下

来不但没有赚钱还损失了 70多头，

亏了 20多万元。她没有放弃，从失

败中总结经验，积极参加各种培训，

翻阅养殖书籍，向养殖大户请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几年陈双艳的

养殖规模越来越大，如今合作社有

8栋现代化猪舍，年出栏量达到了

16000余头。

“养猪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关键

还要靠技术，尤其是在小猪崽育肥方

面，更是不能掉以轻心。”苟让平告

诉记者，从2020年开始干起养猪行

当，他专门到大型养猪场学习养殖

技术，根据县上农业农村部门技术

人员的建议配调优质饲料。通过不

断摸索和总结，他从“门外汉”变成了

行家，也尝到了养猪的甜头。“农村蕴

藏着好多能致富的新路子，只要能吃

苦、有想法，就能挣到钱。”对于乡村

未来的发展，苟让平充满希望！

新果农新思维——

让红苹果变成金苹果
宝鸡大部分地区位于秦岭以

北，土壤肥沃、光照时间长、昼夜温

差较大，非常适合苹果生长。这些

年，优质的自然条件给果农带来了

不错的回报，也吸引了许多大学生

返乡创业，他们变身职业农民，带

着新理念、新思路，为家乡苹果产

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眼下正值苹果幼果期，在扶风

县三得利植保技术专业合作社，“90

后”新农人韩晓腾每天爬上爬下地

忙着疏果。“现在种苹果比过去轻松

多了，我们合作社的水肥智能化系

统能根据苹果的品种施肥，比如‘秦

脆’喜欢钙肥、‘华硕’喜欢硼肥，它

能按照参数比例精准喷洒。”韩晓腾

笑着说。2015 年大学毕业后，韩晓

腾到北京的一家农业公司“进修”，

系统地学习了农业植保、农药使用、

果树的栽培等现代技术。2018 年，

韩晓腾学成返乡，正式加入父亲创

办的扶风县三得利植保技术专业合

作社，成为合作社里的“得力干将”。

一回到家乡，韩晓腾就将合作社的

苹果种植基地规模扩大到了 1000

多亩，还优化了原有的品种结构，丰

富种植的品种，拉长了果园的供货

周期。在他的努力下，合作社的果品

品质越来越好，市场越拓越宽，回头

客越来越多，去年销售额有 1000 多

万元，红苹果真的成了“金苹果”。

凤翔是我市苹果种植大县，果

农会种会管理，但销售是短板。“90

后”新农人曹升却谙熟苹果销售之

道。2018 年，曹升回到家乡开启了

他的苹果销售之路，在他看来，小苹

果蕴藏着大财富，只要找对路跑得

勤，再加上互联网思维，线上线下同

时发力，凤翔苹果也能畅销全国。

“过去合作社销售方式就是等客上

门，现在我们用活用足各种互联网

营销手段，果园的苹果每年都早早

销售一空，今年 40%的果子也早已

预订出去了。”曹升笑着说。

从书本到土地，从知识到实践，

从大学生到高素质农民，新时代的

“新农人”不仅仅转变了身份，还为

家乡苹果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种

植、销售经验和理念，让本地苹果品

质提升，名气响当当。 

（本版稿件、照片由本报记者李晓菲采写、提供）

新农民“慧”种地 ——

田间地头满满都是科技范

近年来，“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大量应用到蔬菜种植中，

一大批“80后”“90后”走进菜园子

“淘金”，在田野里挖出了“金矿”，实

现了自身价值，创造了财富。

谷雨过后，位于凤县黄牛铺镇

的高山蔬菜基地生机盎然，地上的

甘蓝、藤上的西葫芦一个个长势喜

人，5月中旬它们将被端上香港

同胞的餐桌。“今年公司3500亩大

田和 200亩设施大棚里种的都是

甘蓝和西葫芦，上市后全部供应香

港市场。”4月 25日，看着绿油油

的菜田，凤县嘉陵绿谷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潮喜上眉

梢。今年36岁的张文潮是一位“半

路出家”的“新农人”，扎根农业之

前他有 5年军旅生涯、8年基层

工作经验。2018 年，他注册公司、

流转土地、建田园综合体，成了名

副其实的“新农人”。2020年，张文

潮引进了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系统，

只要点击手机App就能调节 2000

亩菜园的土壤湿度、肥力等。“智慧

种菜既省力又省钱，现在投入成本

降低了一半，但菜品质量和产量却

更高了。”张文潮告诉记者，不怕不

会、就怕不学，作为新时代的“新农

人”，他还要继续学习，尝试使用更

多的新技术。

和张文潮一样善学习、“敢尝

鲜”的还有眉县“80后”王伟东。大

学毕业后，王伟东在外地创业。当

看到朋友在甘肃种芦笋成功后，他

心动了。北方种的芦笋口感好、品

质佳，很有市场，在咱宝鸡还没大

规模种植，是一个空白。2021 年，

王伟东在凤翔区陈村镇蔡阳山村

流转了500亩地专门种芦笋，精心

培育了两年时间，今年 4月，鲜嫩

可口的芦笋终于正式上市了。王伟

东笑着说：“好菜不怕等，今年芦

笋喜获丰收，从4月初至9月底都

是采摘期，这两天平均每天能采摘

净菜 2700 斤左右，每天都销售一

空。”瞅准空白，大胆尝试，“新农人”

为乡村发展打开了新的市场。

善学习“敢尝鲜”——

新菜农菜园子里淘金忙

新农人 兴农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新农村

需要更多“新农人”为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朝气和活力。近年来，市
农业农村局通过壮大培优产业、优
化扶持政策、搭建创新平台等，在我
市培养了一大批“新农人”，他们已
经成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
军。本版稿件讲述了我市部分“新农
人”的故事，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以
及感悟，展现新时代西府“新农人”
的职业风采。我市还有金台区青年
王宝强，凤翔区青年吴盼盼，太白县

青年赵芳，岐山县青年侯志强，陈仓
区青年杨朋欢、宋松茂，眉县青年
陈凯、刘军斌、李琼胜、张伟、王文
涛……他们如雨后春笋，在西秦大
地上涌现，用“新”用“心”，为农业现
代化增添活力。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市农业农村局把培育

“新农人”促进乡村振兴作为重要抓
手，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丰富
农村产业布局、优化人才培育环境，
让“新农人”的“返乡路”走得更放心。

小小猕猴桃，致富“金果果”。

在我市有这样一群返乡创业的新

型职业农民，他们提供科学的托

管服务、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采

用现代化的销售模式，在猕猴桃

产业中干起了“新农活”。

“从小就看着家人种猕猴

桃，过去种植大多靠的是经验和

习惯，要想有新突破还得靠科学

技术，要想果子品质好、产量高

更需要专业化的技术服务，这也

是我成立合作社的目的。”4 月

24 日，在眉县猕乡缘猕猴桃专

业合作社的自建实验室里，年仅

29 岁的理事长张育解释说，他们

合作社主要是为果农提供托管

或上门服务，就像一个“植物医

院”，通过对每个果园的土壤、花

粉等进行检测，并根据数据“量

身定制”施肥、授粉的“良方”，确

保果品品质、产量，让果农能够

实现收益最大化。回乡创业的 3

年间，他的合作社已经成为当地

果农心中的“好管家”。

这几天，眉县首善街道三和

村的李凯特别忙，每天都有授课

邀请。这不，4月24日中午1时许，

还没来得及吃几口热饭的他，马

不停蹄就要往咸阳市武功县、乾

县跑，给 20 多户果农讲课。2008

年大学毕业后，李凯带着技术和

热情返乡创业，投入到猕猴桃的

种植和研究中。现在他不仅自己

经营着一个 36 亩的家庭农场，还

是眉县特聘农技员。这些年为了

推广好技术，李凯走过很多地方，

2018 年的新西兰“取经”之行，让

李凯见识到了更加科学的种植技

术。“好的技术能让有限的土地发

挥出无限的价值。通过技术推广，

如今的猕猴桃早已成了我们的

‘智富果’。”对于推广新技术的效

果，李凯信心满满。

猕猴桃不光种得好，还要卖

得好！岐山县安乐社区的“新农

人”纪勃熙有自己的妙招：搭上电

商平台，把安乐的好果子卖到全

国各地。“上学期间我就对电商比

较感兴趣，再加上家里也种猕猴

桃，就一直琢磨怎么帮着家里销

售。2018 年，我发现拼多多上没

有卖徐香猕猴桃的商家，立马意

识到这是一个商机。”纪勃熙说，

刚开始生意不好，慢慢地徐香猕

猴桃的好口感给他打开了市场，

销售额从最初的 200 万元，到现

在翻了好几番。提及未来打算，纪

勃熙说，希望能够更好地发挥电

商助农兴农的作用，让更多的农

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以新的方

式走出农村、走进城市，并带动更

多的人增收致富。

托管服务   电商销售

创业者猕猴桃园里干起新农活

齐叶叶操作植保无人机防治小麦病虫害

张育查看猕猴桃生长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