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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除了解决田里的事，

还要解决岸上的事，产前产后同等

重要。

现实中，有些农民收割稻谷后，

很难做到清理和及时翻晒，会造成

大量的浪费。

“要想烘干出高品质，能被粮

商、米企认可的稻谷，必须要有性能

稳定的烘干设备，还要掌握低温烘

干技术。”廖慧艳说，谷仓温度不超

过 55 摄氏度，这样才能保障产后稻

谷破碎率低，整精米率高，增加稻谷

的商品价值。

为此，明丰农机引进了稻谷烘

干设备，烘干出来的稻谷不仅外观

品质好，而且出米率高，深受市场欢

迎。据统计，代清理和代烘干服务，

能让农民平均每百斤稻谷多卖六七

元钱。

如今，从“一粒种子”到“一碗米

饭”，明丰农机的水稻种植服务已

100%实现了机械化服务。

成熟的模式和先进的技术，让

廖慧艳在 2019 年就接了一个大单。

当时，茶陵县贝江村尝试将全村土

地归集到一起，约 133 公顷土地，由

村集体牵头，明丰农机负责全方位

服务。从最后的收益来看，平均每公

顷增收了 3000元左右。

未来，明丰农机还将建设数字化

系统，包括土壤、气候监控，以及自动

洒水、排水等，最终实现智慧化农业。

“菜农”的梦想在发芽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11月 23日，醴陵市枫林镇枫林市村。

冬日午后，阳光耀眼，但空气里透出了冷冽。“80后”黄坚

披上工作服，穿上长套靴，来到地里带着务工的村民采摘红

菜苔。

这是黄坚返乡创业的第 4 年。从株洲市区到镇上再到村

里，从“老板”到“菜农”，他尝遍了“新农人”返乡创业的酸甜

苦辣，也有了全新的梦想。

●“老板”回乡“种菜”
返乡创业之前，黄坚一直在外闯荡。

2013 年，黄坚在株洲市区开餐馆。3 年后，他回到镇上开

起了服装专卖店。到 2019年，由于爱人怀孕，他又逐步把重心

转到了家庭。

当时村里在大力实施精准扶贫，“村书记”劝说黄坚，希

望他运用在外经商多年的经验返乡创业，带动村上的贫困户

务工增收。

黄坚很快就心动了。“不仅能更好地照顾家里，还能帮到

村里的贫困户，我觉得这事做起来有成就感。”他说。

综合考虑一番，黄坚决定种蔬菜。他有个好友之前在邻

村种白玉丝瓜，积累了经验和技术，可以给他提供指导。他做

过餐饮，对于找销路也有帮助。

说干就干。2019 年，黄坚与几个朋友合伙创办了绿林盟

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起初规模并不大，春天种提前一个月

就能采摘的白玉丝瓜，秋冬季节则种植红菜苔等。

以前在外面当老板，现在回来种菜，他吃不吃得消？原

本，乡亲们都有点看稀奇的意思，但慢慢地，他们对黄坚刮目

相看。

平整土地、搭蔬菜大棚等，黄坚每天守在地里，经常是大

家吃了晚饭出来散步了，他还在地里忙活。为了学种菜，他经

常请教有经验的老农，还时不时地跑村里的农家书屋翻阅相

关书籍，给自己“补课”。

白玉丝瓜上市的时候，通常要每天上午 11 点之前采收

完。黄坚总会凌晨 5 点多就赶到地里，和请来的村民一起干

活。一二十个村民采摘好丝瓜并挑到大路上，黄坚和家人则

负责打包装车。

功夫不负有心人。种出第一批菜后，黄坚把菜运到长沙

的批发市场一卖，扣除成本，还稍微赚了一点。这增强了他种

菜的信心，“只要肯干肯学，也找得到市场销路，看来做农民

还是不亏的。”

●种菜有曲折也有温暖
返乡创业，有艰难曲折。

做农业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2022 年春节，一场大

雪就给黄坚泼了一盆冷水。

那是农历正月，大雪纷纷扬扬落下，在黄坚的蔬菜大棚

上越积越厚。他赶紧请人拿上长扫帚，清扫大棚上的积雪，但

还是被雪压垮了 4个大棚。从整地到搭棚等环节，他一下损失

了十余万元。

滞销也令人发愁。为了不让地闲着，黄坚会在种菜间隙

种苹果瓜。受市场影响，今年 8 月底，他种的 500 多公斤苹果

瓜滞销。得知他的困境，市派驻村工作队队长杨扬，联系后盾

单位市工信局，为他解决了销路。

技术同样是个问题。今年以来，黄坚流转了更多土地，种

植规模扩大到约 5.3 公顷。除了种白玉丝瓜、红菜苔等，他还

种植了大豆、豆角等。由于不擅长田间管理，病虫害和细菌病

“侵入”大棚，大豆生长受影响，红菜苔也出现了烂根、烂蔸等

情况。

得知黄坚的情况，杨扬又将他的案例搜集上报，并成功

将绿林盟合作社纳入全市乡村振兴科技专家团巡回指导的

走访点之一。省市级蔬菜种植专家到黄坚的大棚里一看，给

出了相关建议。

“专家们告诉我买什么药来防虫，也建议我用传统的撒

石灰等方式进行病虫害防治。”黄坚说，按照专家的意见采取

措施后，病虫害造成的损失明显下降。产量的损失从原来的

三四成，降到了现在的两成左右。

黄坚说，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他作为返乡创业的“新农

人”之一，切身感受到了各种政策的帮扶与温暖。

●比种菜更大的梦想
回首创业之路，黄坚当初的一些愿景，正在逐步实现。

随着绿林盟合作社的扩大，它能吸纳务工的村民也在增

多，其中不乏脱贫户。黄坚粗略估算，目前村上有 8 户脱贫户

长期在合作社务工，“勤快一些的脱贫户，每年能通过在合作

社做事增收 1.8万元左右。”

为了吸纳更多的村民务工，带动大家奔向致富路，黄坚

这两年也在思考如何做大做强合作社，在强村富民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在黄坚看来，要想经营好合作社，第一还是要不断掌握

新技术，“因为只有掌握技术，才能做到保质保量、增产增

收。”第二要多跑市场掌握行情，“不能盲目地种菜，而要及时

调整自己种植的蔬菜品种和规模。”

把合作社的发展与村里乡村振兴的蓝图深入融合，是黄

坚更长远的规划。

枫林市村交通位置便利，离长株潭三城的距离都在一小

时车程左右。近年来，村里持续整治人居环境、扶持相关产业

壮大，村里面貌焕然一新。

黄坚计划走农旅融合的道路，把每块菜地规划得更漂

亮，为村里打造一个网红打卡点。“以人气聚财气，用风景换

‘钱’景，帮助乡亲们增收致富，这是我的梦想。”他笑着说。

芋头香里
龙凤“起舞”

讲述人：市派驻渌口区朱亭镇龙凤村队长
康人湘

株洲城南 60 余公里，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凤

凰山。山脚有古石桥，桥南一山丘似龙，桥东一

山丘如凤，此地称作“龙凤”。

今年 5月，我和工作队队员来到这个美丽的

山村。半年多来，从陌生到熟悉，我和村里的感

情逐渐加深。为困难户解忧，为村里的发展找新

出路，成了我们工作队的日常。

前几日，我们又走访了村里的两家监测户，

将政策、帮扶送到了他们手中。

眼下，正是村里挖芋头的时候。在香芋种植

基地，村民们辛勤采挖和清理，一个个香嫩体圆

的香芋堆满田间地头。

田间丰收了，村民的欢笑声也更爽朗了。

2022 年，龙凤村种植了 4 公顷福建红芽芋

头，每公顷产量约 18750公斤。去年，村里扩大规

模，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种植香芋和红芽芋头 20

公顷。目前来看形势喜人，今年芋头的销售价达

到每公斤 6元，每公顷收益可达 100万元。

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抓产业。明年，我们

将以种植芋头为主导和“拳头”产业，打造“芋头

主题公园”，形成一村一品，实施旅游加生产、包

产又包销的产销经营模式，助力农民增收。

在脱贫攻坚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龙凤村也

逐渐热闹起来了，乡村振兴的模样逐渐清晰。目

前，龙凤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建立了较好的联

农带农机制。除了种植芋头，村里还发展香莲种

植 33.3 公顷，并且初步形成了配套型的加工产

业；合作社今年安排近 500名脱贫人员和年纪较

大的村民就业，发放工资 110万元。

国家实施“双碳”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明

年还计划投资光伏发电项目。根据计划，村里将

投资成立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自

筹资金用于本村现办公楼屋面及操坪 3000平方

米的光伏开发。初步测算，投资规模约 70 万元，

发电容量约 0.2MW，预计 2025 年村集体收入约

220万元，纯收入约 90万元。

钱袋子鼓起来，精神文化生活也要丰富起来。

近年来，龙凤村成立了腰鼓队、钟鼓队、广

场舞队，建起了农家书屋。今年，我们又组建了

10人女子舞龙队、女子舞蹈队和锣鼓队，邀请专

业的舞蹈老师来村里教学，让村庄更美丽，让村

民更快乐。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整理）

我的驻村日记

驻村工作队对结对帮扶的监测户、脱贫户

进行慰问。受访者供图

黄坚正在地里摘菜。（受访者供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今年，株洲获得“2023年省级示范区域性农业
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称号的服务组织，只有一
家：茶陵县明丰农机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明
丰农机”）。

全市众多农机合作社里，成立5年的
明丰农机可谓一名“新兵”，它为何能
脱颖而出？优势何在？

近日，记者来到明丰农机，
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满满的
“科技感”：驾驶室门一关，
插秧收割无需“抛头露
面”；标准厂房相连，秧
农少了“日晒雨淋”；科
学补光和温湿度自动
调节系统，农户当上
了“甩手掌柜”……

许多年前，田间曾传出这样的疑问：70 后

不想种地、80 后不会种地、90 后不懂种地，十

年后谁来种地？

廖慧艳的回答是：我们来种。

44 岁的廖慧艳曾是一名农资经销商，她

笑称，自己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新农民。

2018 年，她敏锐地发现了市场的变化：农

村大部分土地都流转到大户或合作社中。然

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青壮年劳动力紧缺。

农田主田地多，农事忙，有的管理不规范、不

专业、不到位，导致水稻种不好，收入微薄，甚

至亏本。

廖慧艳迅速转型，依托此前构建的农资

销售渠道，成立了明丰农机，为水稻种植提供

全产业链服务。

“所谓的全产业链服务，就是涵盖粮食的

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水稻的一生’。”廖慧

艳解释说，全产业链服务可细分为水稻种植

的“十代服务”，即代机耕、代机插、代机育、代

机防、代机收、代机烘、代清理、代仓储、代加

工、代销售。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机械化。刚起步，廖慧

艳就体会到了做农业的难：留在农村的、愿意

种田的人普遍年纪较大，大多不会操作机械

设备。

既然缺人手，廖慧艳就决定自己培养：一

方面招聘，提供优厚的条件；另一方面，提供

身份、价值的认可。

“放眼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民，

都是穿着西装，坐在空调房里工作的。”廖

慧艳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农民不仅

需要更好的环境、报酬，还要有成就一番事

业的平台。

50 岁的黄由德干了一辈子农活，明丰农

机让他成为了一名时髦的“飞手”。2019 年，他

参加了明丰农机组织的培训，考取了无人机

驾驶证，可从事无人机植保服务，旺季时一个

月能挣 8000多元工资。

植保飞防证、拖拉机、收割机驾驶证……

目前，明丰农机有 16名机械操作手，他们在旺

季的月薪可达 9000元至 12000元，即便是淡季

也有保底 4000元工资。每年，合作社仅承担飞

防服务面积就超过 2667 公顷，年利润达到 50

万元以上。

1 “十代服务”
管好“水稻的一生”

研发基质土，培育好“一粒种子”2
“代机育”和“代机插”是水稻生

产的重点，也是水稻生产的难点。

廖慧艳认识到，要补齐服务短

板、突破早稻生产瓶颈，推广水稻全

程机械化生产，必须解决好水稻育

秧难题。

“机插秧，宽行窄株，落蔸匀称，

确保了大田基本苗和有效穗，为水

稻稳产高产奠定基础，人工插秧很

难达到合理密植。”廖慧艳介绍，机

插机育可以增产增收，一般机插秧

比人工手插亩增产 30公斤以上。

2021 年 6 月，廖慧艳流转 6.8 公

顷土地，建设标准化、智能化、规模

化的水稻育秧工厂，引进了自动化

生产线播种。

每年 3 月，明丰农机先给育秧

工厂消毒杀菌，根据农户订购量选

择种子，20多天后长相齐整的秧苗

便被运送到指定地点，到机插结束

完成一个服务流程的闭环。“一个

秧盘 11 元，平均每公顷地需要 450

个秧盘，综合算下来育插秧成本更

低 。” 廖 慧 艳 介 绍 ， 突 破 了 “ 机

育”“机插”这个瓶颈，就赢得了

发展的先机。

如今，明丰农机的育秧工厂还

采用了科学补光和温湿度自动调

节，采取了水药肥一体自动化喷淋，

不仅改善了农民的工作环境，还提

高了工作效率。

“目前育秧中心全年育秧能力

达到一百万盘，能满足 2000 公顷以

上的大田秧苗供应。为全县的粮食

生产，特别是为早稻生产提供有力

的保障。”廖慧艳说。

要想不被取代，一定要修炼自

己的“大招”。

廖慧艳准备的“大招”是自己研

发培育基质土。“当下育秧的各个环

节都比较成熟，但是育秧的基质土

不是天然的，还需要从北方购买，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她介绍，目

前，明丰农机正在加大研发投入，与

株洲市农科所、湖南农业大学进行

合作研发基质土。

从“100%机械化”
到实现“智慧化农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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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丰 农 机 提

供的机械化服务，

提高了效率。

受访者供图

明 丰 农

机育秧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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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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