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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领头雁”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记双辽市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头人暴玉春

全媒体记者 刘莉

大暑前夕，田野上处处是辛勤耕耘的身影。7月22日，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农民为水稻施肥。 新华社发 张春雷 摄

我国农业进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乡村振兴全面推
进，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
务数字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前不久，在江西省鹰潭市
余江区蓝田村，一台无人驾驶
收割机引起记者关注。利用
北斗卫星导航技术，收割机可
按照设定路线进行作业，收
割、脱粒、筛选、排草、卸粮装
车等工序一气呵成，只需 10
分钟即可收割一亩多稻谷。
放眼沃野田畴，从会种地变为

“慧”种地，数字农业技术已覆
盖农作物耕、种、管、收的各环
节，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新
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可
以瞄准农业现代化主攻方向，
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
络化水平，帮助广大农民增加
收入”。近年来，我国实施数
字乡村战略，加快 5G 网络建
设，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云平
台等新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成为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
抓手。

以数字化赋能农业发展，
不仅能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
级，还可以让数据流带动资
金流、技术流等向农村集聚，
为乡村产业振兴创造新的可
能。从生产来看，生产智能
化助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精准播种、智慧灌溉、高性能
智慧农机等技术和装备的推
广，让农民种田效率大大提
升。从管理来看，苹果、大豆
等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试点
稳步推进，信息加速整合共
享开放，越来越多的农业大
数据转起来、用起来，促进农
业生产组织更精准高效。从
经营来看，经营网络化助力
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得益
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农产
品产销对接更加顺畅，这既
有助于农民增产增收，也推
动了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在农
村地区的发展。

当前，我国数字农业发展
仍相对滞后，面临诸多挑战。
也要看到，我国农业进入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乡村振兴全面
推进，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服务数字化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十四五”时期是推进农业
数字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
们必须把握发展机遇，加快数
字技术推广应用，为农业插上
数字化翅膀。

应在提升粮食生产智能
化水平上下功夫。粮食安全
是“国之大者”，抓好粮食生产
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
基础。通过数字赋能，可为粮
食生产提供有力支撑。比如，
可以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遥
感、地面物联网等手段，动态
监测粮食种植类型、土壤墒
情、作物长势、灾情虫情，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提升生产管理
信息化水平；可以推动智能控
制技术与装备在大田种植的
集成应用，建设水肥药精准施
用、农机智能作业与调度监控
等系统，推进粮食生产经营智
能管理；还可以围绕粮食生
产，提供分区域、分作物、分灾
种的精细化农业气象服务，整
合共享粮食全产业链数据，推
动与气象、病虫害、种植、产量
等数据共享共用。

还应在加快农业全产业
链数字化转型上做文章。加
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是发展
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重
要举措。数字技术在这方面
大有可为。比如，通过加强重
要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监测，推
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电
商平台等关键市场交易环节
信息实时采集、互联互通，能
有效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的抗
风险能力。再比如，加强食品
农产品认证全过程信息追溯，
升级完善食品农产品认证信
息系统，有利于推动实现农产
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
全过程监管。着眼农业全产
业链数字化转型，找准发力
点，用好数字技术，就能更好
激发数字农业的潜能。

农业数字化是农业提质
升级的重要路径。加快农业
农村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数
字化改造，全面提升农业农
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
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水
平，以数字化引领驱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未来图景值得期待。

从会种地变为“慧”种地
常钦

架起画板，铺平画纸，在位于
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泽城村的写
生驿站顶层平台，山西工学院的
师生们一边调着颜料，一边抬眼
望去，山、水、田、园尽收眼底。

泽城村群山环抱，清漳河水
在村前静静流淌。村民早就习以
为常，却不时有经过的游客感慨：
守着这么好的资源，不做些文章
可惜了！

革命老区左权县位于太行山
区，“八山一水一分田”。依托红
色文化底蕴和生态资源优势，
2021 年，左权县确定了“向山、向
水、向文化、向大美自然要产业”
的发展方向。经过认真调研后，
发现美术院校的师生对太行山水
和古老村落有着浓厚的兴趣。

“2021 年开始，左权县以泽
城、桐峪、老井三大片区为中心建
设写生基地。”左权县文旅局副局
长窦旭刚介绍，“写生基地分布在
左权县4个乡镇、18个村，共85个
写生点，可同时容纳 2000 多人在
此创作。”

作为写生基地泽城片区的服
务中心，泽城村引进文旅公司，将
部分闲置民居改造为高标准民
宿，同步植入文创店、茶饮店等经
营业态，打造集食、宿、购、娱等于
一体的写生驿站，并完善各种配
套设施。免费的写生巴士往来穿
梭，方便师生们自由采风。

“课堂上是以临摹为主，来到
这儿以后，画画的时候陶醉在环
境里，感觉心胸一下就打开了。”
山西工学院文旅产业学院动画二
班大一学生李岩改说。山西工学
院文旅产业学院近 400 名师生来

到泽城村的写生驿站已有 10 多
天了，虽然已经入伏，师生们的创
作热情丝毫未减。指导老师张钰
超介绍：“之所以选择来这里写
生，一方面是不同写生点都有各
自的独特风景和历史文化，能还
原自然的美；另一方面是因为基
础设施挺完善，不管是生活还是
写生都很方便。”

自 2022 年 9 月泽城片区率先
投入运营以来，写生基地已先后
与国内 100 余所高校建立合作关
系，累计接待师生和游客 5 万余
人次。据介绍，今年以来，写生基
地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仅泽
城片区的预约排期就已经排到了
10月底。

23 岁的曹雨露是泽城村人，
今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成为写生基地泽城驿站的一名工
作人员。谈起村里的变化，她说：

“环境变好了，游客变多了，返乡
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每当有
游客前来办理入住，她总会微笑
着介绍起自己的家乡。泽城村的
写生基地可为当地提供直接就业
岗位 100 余个，人均年收入超过 2
万元。

如今的泽城村，不再是太行
山深处的小小村落，而是和写生
基地各个片区连为一体，师生和
游客可以自由定制参观写生路
线，感受不一样的风景。窦旭刚
表示，“下一步，写生基地将在完
善各片区配套设施的基础上，着
力推进沿线村落各艺术展馆建
设，延伸写生基地产业链条，以特
色 文 旅 产 业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

（杨晨光）

小山村里“画”振兴

重庆市巫溪县是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也是老鹰茶重要产地之一，
全县有百年老茶树 2500 余棵，千年老
茶树 10 棵，野生老鹰茶树资源居全国
前列。如今，老鹰茶不仅是巫溪人的
养生饮品，也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的“宝贝”。

“以前可不这样！”巫溪县蒲莲镇镇
长黄桴根说，前些年，老鹰茶产业发展
粗放，茶叶品质低卖不上价格，年轻人
宁愿外出打工，也不采摘叶子。

近几年，随着当地着力建设老鹰茶
优质基地，夯实种质资源，以质量提升、

品牌打造为重点，大力发展老鹰茶文
化、茶科技、茶产业，老鹰茶市场越来越
广阔。

记者沿着弯弯绕绕的盘山路来到
蒲莲镇莲花村时，谭清述正在为本村老
鹰茶合作社的事情奔忙。

“过去卖不上价，一斤鲜叶才 3 块
钱，忙活一天赚几十块钱。现在不一样
了，合作社统一购入，政府帮忙要价，老
鹰茶价格年年上涨。”谭清述见老鹰茶
行情越来越好，今年又新种下 100 多棵
幼苗。

据统计，巫溪县老鹰茶种植面积达

5 万余亩，年产老鹰茶 200 吨。目前，巫
溪县共有老鹰茶生产企业 2 家、合作社
3家。

茶叶产业季节性强，为了让老鹰茶
为乡村振兴持续输出“价值”，巫溪县正
依托生态环境资源优势，探索“茶旅融
合”发展之路，积极打造巫溪老鹰茶文
化园，培育多条茶旅精品旅游线路。

随着特色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
展，巫溪老鹰茶知名度越来越高，茶香
越飘越远。

巫溪县农业农村委主任詹亚军说，
“产业兴”正引发“归乡热”，随着老鹰茶
产业前景明朗，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入田。

43 岁的蒲莲镇桐元村村民谭显香
在外地打工 20 多年。看好老鹰茶产业
前景，她去年决定回乡创业。了解到县
里正在自家附近打造茶文化旅游景点，
擅长厨艺的谭显香和丈夫将小院改造
一新，搞起“郑记老茶坊”农家乐。

“热闹的时候，一个周末能接待六
七桌客人噻！”谭显香说，“以前在外打

工顾不上家，如今在家一年也能赚几万
块钱。”

像谭显香一样被老鹰茶产业吸引
归乡的人不在少数。蒲莲镇兴鹿村村
民何德权已搬到县城生活多年，眼看老
鹰茶价格越来越高，闲不住的他又在老
家房前屋后种下 100 多棵树苗。他说：

“别小看这些幼苗，3 年到 5 年后，单卖
鲜叶就有1万多块呢！”

据了解，巫溪县老鹰茶相关产业受
益群众达10余万人。

最近，蒲莲镇正在进行“茶香小院”
评比创建活动。据黄桴根介绍，这项评
比活动促进了村庄“颜值”的提升和村
民精神面貌的更新。

蒲莲镇莲花村党支部书记郑存达
说，老鹰茶树生于崇山峻岭间，长在顽
石夹缝中，历经千锤百炼，“我们这些生
活在大山深处的人们，为了创造更加美
好的生活，个个心怀梦想，扎根泥土，努
力奋斗。”

在渝东北的大巴山深处，茶叶香，
产业兴，人气旺。

深山觅茶香
——重庆巫溪老鹰茶产业促乡村振兴走访记

新华社记者 万志云 刘梓桐

振兴论坛“吉林省乡村振兴人才”“双辽市第
十九届人大代表”“双辽市第十五届党
代表”……他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
他对家乡的土地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以及对

党、对乡亲的热爱之情，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就是双辽市春蕊果蔬花卉种
植专业合作社带头人暴玉春。

扎根基层 积极创业

暴玉春自幼头脑灵活，肯于吃苦，
一直想着如何通过自身的奋斗过上更
好的生活。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和不断
学习，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于是他想
在家乡创业，带着乡亲们一起过上更加
富裕的生活。

暴玉春认为，只有创新土地经营模
式，把分散的土地资源集中起来，才有利
于实现机械化和统一科学管理。但村里

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只有中老年人
留守在村里耕种，土地资源分散，很难实
现机械化和科学管理。于是，他决定成立
合作社，带领大家抱团发展。

经过一番准备和前期工作，2017年5
月，暴玉春联合乡邻，发起成立了双辽市
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创立双
辽市春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入社村民
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形成规模化管理。

不忘初心 带民致富
乡亲们特别相信暴玉春，觉得跟着他

干一定会有好的发展前景。合作社成立
后，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为
实现进一步发展，暴玉春积极带领村民发
展新品种、引用新技术,投资80余万元种
植了500多棵彩虹梨树，共占地6000多方
平米，建起占地面积 3000 多平方米的温
室大棚9栋，用于种植温室葡萄。

“彩虹梨的价格跟其栽种产地、品
质等有关，市场零售价格一般在 8—15
元/斤，产地批发价格在 3—5.5 元/斤。
虽然要在种植 3 年后才能挂果，但后期
产量大，种植效益可观。”暴玉春说，种
植彩虹梨年产值达 55 万元，年利润在
25 万元左右。在他的带动下，村民们
逐渐走上致富路。

情系家乡 倾心公益
在创业和致富的道路上，他时刻不忘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使命，始终发挥
着先锋模范作用。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参加各项公益活动；他致
富不忘众乡亲，对待村民关怀备至，谁
家遇到困难，他总是伸出援手、无私相
助。一直以来，他和村民相处特别融

洽 ，深 得 村 民 信 任 ，被 大 家 当 作 知 心
人、贴心人。

多年来，暴玉春不负期待，把根深植
在家乡，成为村民致富“领头雁”，运用国
家优惠政策，引领合作社规模化发展，切
实提升村民收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以真挚的情怀，为家乡的幸福明天不断辛
勤耕耘着。

58岁的重庆市巫溪县蒲莲镇莲花村村民谭清述挺高兴：以前大伙
懒得爬树采摘的不值钱叶子，如今成了一斤将近10元钱的“宝贝”。

这个“宝贝”就是老鹰茶，在我国西南一些地方是传统的民间
代用茶饮品。因其富含黄酮素、氨基酸等营养物质，近年来在市
场上逐渐走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