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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农民来说，种养

是强项，销售是短板，新农人

拥有敏感的市场嗅觉，善于借

助新型销售手段，为农产品出

村进城搭建快速通道。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新农人通过市

县农业农村培训、支持、引导，

参与到农产品营销、农旅融合

等新的项目中来，为乡村振兴

注入无限活力。

在全国各地拥有7个批发

市场，2023 年共销售猕猴桃

1500 万斤。这是年仅 31 岁的

“新农人”杨鹏辉和他的团队取

得的不凡成绩。

杨鹏辉是眉县金渠镇金

渠村人，村里几乎家家户户种

植猕猴桃。小时候，杨鹏辉看

到乡亲们种出的猕猴桃经常

被外地客商压价，辛苦一年却

没挣到多少钱。他想，“我一定

要把家乡的猕猴桃卖出好价

钱！”凭借这份信念，2012 年

高中毕业后，杨鹏辉在北京新

发地市场经营销售猕猴桃，积

累了丰富的营销经验。2016

年，杨鹏辉返乡创立“秦硕猕

猴桃专业合作社”，打造了秦

硕优品高端猕猴桃品牌和“俏

藤猕”高品猕猴桃品牌。经过 3

年的努力经营，合作社的高品

质猕猴桃赢得了很多客户的

认可，销量连年增长。

“今年我们的订单农业覆

盖金渠镇、齐镇、槐芽镇、首善

街道516户果农，最近我们正忙

着建设新工厂，进一步提升猕

猴桃的贮藏能力。”杨鹏辉说。

2015 年，在广州做服装生

意的饶丽回乡探亲，她看到家

乡的土特产品不仅品类繁多，

而且质量上乘，就萌生了回乡

创业的想法：她要利用在南方

积累的人脉资源，将家乡的土

特产分享给全国各地的朋友。

创业初期，为提升专业能

力，她参加了中蜂、电子商务、

苹果专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通过职业农民培训学习，她对

农产品特性、产品质量、分级

包装、市场品牌以及农产品电

商运营技巧有了更全面的认

识。2017 年，饶丽充分利用

务工和做微商期间积淀的人

脉关系，在全国各地发展代理

120 多人，将苹果、核桃、花椒、

木耳、香菇、野生羊肚菌、中药

材等优质农产品远销全国各

大城市，年销售收入稳定在

100 万元以上。

猕猴桃不光种得好，还要

卖得好！岐山县安乐社区的

“新农人”纪勃熙也搭上电商平

台，把安乐的好果子卖到了全

国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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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农产品以新的方式走出

农村、走进城市，带动更多的

人增收致富。

最近一段时间，岐山

县保丰源农业合作社理事

长杨晓飞和合作社的农机

手们忙得不可开交。除了

要给合作社种植的 2600

亩麦田喷药，还要给托管

的 2 万亩小麦提供“一喷

三防”服务。

“我原来是做农资销售

的，经常和农民打交道。前

几年我发现，农村的新型

经营主体日益崛起，单纯

的农资服务已经不能满足

新型经营主体的需求了。”

杨 晓 飞 说，2020 年 他 迈

出转型的脚步，注册成立

了岐山县保丰源农业合作

社，致力于为周边新型经

营主体和群众提供耕种管

收社会化服务。

对于种粮大户，合作

社推出半托管服务，种粮

大户哪个环节缺失，合作

社就提供补缺服务。对于

常年外出务工村民家的

地，合作社则提供“一条

龙”服务，从小麦播种、管

理，到收割、售卖，他们全

程负责，最后将粮食收入

用微信转给村民，让他们

感到省心高效。“我们的托

管服务还在不断优化，今

后将力争让更多村民放心

当上‘甩手掌柜’。”杨晓飞

介绍，通过开展托管服务，

合作社不仅帮农户解决了

少技术、缺劳力等生产难

题，也大大降低了种粮成

本，帮助种粮群众实现了

增产增收。

张育是眉县猕乡缘猕

猴桃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自

2020 年返乡创业以来，他

积极推广猕猴桃科学种植

技术，为 3 万多亩猕猴桃提

供社会化服务，是当地果农

心中的“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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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介绍，他们合作

社主要是为果农提供托

管或上门服务，就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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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不出门，服务送

到家。近年来，市农业农村

局大力实施规模经营壮大

行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开展社会化服务，提高粮

食、果业等重点产业全过程

社会化服务水平，为农户提

供全程机械化作业、农资统

购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全

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

到 449 个，托管服务面积

131.5 万亩次，服务小农户

17 万户。

时下正值苹果疏花疏果

的时节，果农们忙得不可开

交。4月 25 日，记者在凤翔区

南指挥镇京丰果业种植农场

里却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成片

的果园里，一簇簇洁白的苹果

花依然在枝头绽放。

“现在这时候，在其他苹果

园里，几乎见不到花了。”凤翔

京丰果业种植农场总经理杨嘉

旭一边在果园查看，一边介绍，

每到疏花疏果时节，果园用工

需求很大，经常出现工人紧缺

的情况。为解决产业发展的这

一制约，去年他们从欧洲引进

了化学疏果新技术，大大节约

了劳力，提升了果品品质。

2016 年，关停经营多年

的印染厂后，杨嘉旭将目光转

向了现代农业，他和家人投

资 3000 万元，流转了 904 亩

土地，建设高标准的现代苹果

园。建园初期，市县果业部门

向他推荐了瑞阳新品种，在他

的精心作务下，瑞阳苹果成为

他农场的增收亮点，现在市场

上的瑞阳晚熟苹果供不应求，

12 个装的礼盒售价高达 168

元。去年，农场销售苹果 350

万斤，收益超过 500 万元。

种果树要用新技术，养羊

当然也不例外。在千阳县南寨

镇闫家庵村五组，提到梁明，

无人不晓。从一名货车司机转

变为当地致富路上的“领头

羊”，梁明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2016年，搞过餐饮、跑过运

输的梁明回到家乡，创建千阳

县明骏达养殖场养殖奶山羊。

“当时我还是一个门外汉，不懂

技术，也没有发展资金。”梁明

说，是农业上的好政策帮助了

他，他还积极参加市县奶山羊

技术培训会，不断学习新技术、

新知识。2019年，在市县农业

农村部门的帮助下，梁明用小

额贴息贷款建起占地8亩的专

业养殖场，运用学到的奶山羊

高架养殖、羔羊人工哺乳、人工

授精繁殖等新优技术，从最初

18只奶山羊，发展到如今的680

余只，还带动了周边20多户农

民走上了奶山羊致富之路。

近年来，市县农业技术部

门入园入场入户开展技术培训，

总结推广奶山羊6大提质增效

集成技术、苹果“三改三减四提

升”、猕猴桃“四改五提升”和“即

食”技术，定期组织奶山羊、苹

果、猕猴桃等职业农民培训班，

每年培训职业农民2万余人。

“你看这就是我们引进的

新品种小麦，去年被面粉厂以

每斤 1.6 元的价格收购。”近

日，凤翔区鹏达源农业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靳鹏指着一块长

势良好的麦田说。

2020 年，靳鹏怀揣着创业

的梦想，成立了凤翔区鹏达源

农业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小

麦、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

物。为提高收益，他带领合作

社成员多次外出考察，引进市

场上的新优品种，有效提升了

种粮收益，村上跟着他种粮的

群众越来越多。

新质生产力不仅在技

术上“高大上”，还要与乡村

产业“接地气”。我市一些新

农人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有机结合，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为现代农业发

展赋能。

走进陇县欣绿蔬菜专

业合作社，“陇县欣绿智慧

农业数据控制展示中心”十

几个字让人眼前一亮。控制

室里，合作社理事长赵玉洁

正在操控电脑，大屏幕上显

示的是棚内的温度、湿度、

二氧化碳含量、日照强度等

指标曲线。“智能管家，打

开补光灯”“智能管家，打

开左侧风机”……随着赵

玉洁下达的一条条指令，温

室内一排排补光灯亮了起

来，温室左侧的风机也在指

令发布后转了起来。

除了满满的科技感，赵

玉洁更加重视产业的绿色

发展。“我们聘请专业技术

人才作指导，在蔬菜、瓜果

种植中尝试生态种植、绿色

生产，以有机肥料为主，做

到种地和养地结合，用粘虫

板、太阳能杀虫灯等生物、

物理方法防治害虫，让蜜蜂

为草莓等果品授粉，使农产

品达到无公害、绿色标准。”

赵玉洁介绍，合作社不断引

进新优品种，推广先进技

术，科学规范管理，达到生

产全过程、全产业链跟踪管

控的质量管理要求。

2022 年 全 年 采 购 量

1000 余吨，销售额 8000 余

万元；2023 年采购销售猕

猴桃 15000 吨，销售额突破

2 亿元……这串喜人的数

字，是刘学和妻子智慧与汗

水的见证。

2014 年，刘学带着妻

子回家创业，注册了陕西贝

壳果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专注于标准化高品质水果

的生产和销售。刘学为农户

免费发放有机肥，提高农户

的品质意识，从源头开始把

控好水果的品质，并且保价

回收，让农户可以安心种植

出好的猕猴桃。在此基础

上，公司引进“绿萌”数字

化先进设备，可实现分拣病

果、伤果，不达标果实以及

果实干物质、糖度的检测，

有效提升了产品品质，公司

发展也迎来新的突破。

“种出更好的猕猴桃，

让我们眉县猕猴桃被全世

界认可一直是我的梦想，我

也会一直努力去做。”刘学

坚定地对记者说。

市农业农村局实施品

质品牌提升行动，发展绿色

农业，逐产业链推进全程标

准化生产，突出品牌培育，

打响“宝农优品”品牌，眉

县猕猴桃、太白高山蔬菜、

宝鸡苹果等优质农产品市

场竞争力越来越强。

新农人巧打“科技牌”

管好田间  提质增效

新农人当起“田保姆”

农田送进“托儿所”  
村民甩手当“掌柜”

新农人玩转“新农机”

种地减负又增产

灌水、配药、设定飞行参

数、起飞、喷洒……4月 25 日，

在凤翔区南指挥镇白家凹村

的连片麦地里，植保无人机按

照既定路径在麦田上空盘旋，

将农药均匀洒下。

“现在正是小麦‘一喷三

防’的关键期，我们公司的 10

架植保无人机每天作业面积

超过 4000 亩。”陕西极飞智慧

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宏伟

介绍，2017 年他怀揣着科技

兴农的梦想，与朋友创办了陕

西极飞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在

全市第一个引进植保无人机，

致力于将先进的无人机技术

应用于农业生产中。

“和以前相比，现在种田可

大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农田

基本都是高标准农田，可以全

程机械化作业，种地又轻松，粮

食又高产。”白宏伟说，高标准

农田给“新农人”提供了施展的

舞台，数字化智慧系统让天气、

农情、调度等尽在“掌”握。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牢牢

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吨

粮镇”“吨粮村”创建为抓手，良

田、良种、良机、良法、良策“五

良”协同推动粮食大面积单产提

升，全市粮食面积稳定在451万

亩，产量保持在145万吨以上，

粮食生产实现“二十连丰”。全市

建成高标准农田215万亩。

“公司累计服务农田面积

超过 100 万亩，去年营业额超

2000 万元。”白宏伟说，现代农

业还有很广阔的空间，他会继

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

化的基础。在扶风县，也有一位

年轻的“新农人”胡博磊，他在

不断探索农机服务“新路子”。

“现在人都往城里走，种地

的人越来越少，农业要继续发

展，就必须引进先进的农业机

械，还要有人为农机手搞服务，

这就是我搞农机产业的动力源

泉。”胡博磊告诉记者，2020年，

他联合6家农机合作社成立了

扶风创欣农机合作联社。“合作

联社现拥有各类农机及配套设

施457台(套)， 价值 2450多万

元。”胡博磊介绍，合作联社围

绕“发展农机，深耕农业，服务

农民，建设乡村”这一理念，积

极开展农机销售、维修保养、报

废回收、技能培训、保险办理、

中介服务六项业务，形成了具

有扶风特色的“农机+金融+

中介+项目+服务”的农事综

合服务模式，实现抱团发展、合

作共赢。

2023 年“三夏”收割期间，

阴雨不断，对夏粮丰收造成一

定困难，胡博磊积极响应农业

农村部门抢收抢种号召，加入

农机手应急先锋队，发挥“三

夏”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点作用，

免费接待外地农机手，全力以

赴“龙口夺食”，确保了粮食丰

产丰收。

新农人勇于“尝鲜”

用上新技术  发展添动力

新农人开拓新销路

农产品种得好又卖得好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
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
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
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近年来，我市聚焦建
设现代农业强市和特色食品名城目标，实施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奶山羊、苹
果、猕猴桃、蔬菜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和美
乡村建设如火如荼。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落
实落细、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健全……吸引越
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跨界来到广袤的西府

农村。新时代的“新农人”有文化、眼界宽、会
管理、善经营，他们在斑斓田野追寻梦想的同
时，也为破解“未来谁来种地”“乡村谁来建
设”等问题带来更多启示。到农村去，广阔天
地大有可为！

新农人  乡村振兴新引擎

白宏伟（左）给植保无人机换电池

梁明在给奶山羊喂饲料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鲁淑娟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