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人才，是新时代的生力军，他们思想活跃、视野开阔，

能够为乡村发展建设带来新技术、新思路和新面貌。这些“新

农人”，从农村走出，又回到农村，在田野中耕耘希望，也带动着

家乡群众奔向致富之路。近日，记者走进省内多地的乡村田

野，将镜头对准三位“新农人”，倾听他们的青春奋斗故事。

村书记孙延清村书记孙延清——

播下播下““强村富民强村富民””的种子的种子

见到孙延清时，他正在村里的山核桃加工合作社忙碌

着。孙延清是辉南县辉南镇城关村党支部书记，黝黑清瘦，

看起来有着超越年龄的精干沉稳。

“我们村是‘围城村’，人多、地少，要发展村经济，就得

精打细算。”2016年，37岁的孙延清回到城关村，当起了村党

支部书记。仅仅几年时间，城关村的面貌就有了焕然一新

的变化。用村民的话说，城关村的好日子是孙延清搞起来

的。脑袋活泛、精打细算、会过日子，也成了村民们对这位

年轻村书记的一致评价。

“以前村里缺年轻人，缺好点子，自打孙书记来了，村里

也跟着‘年轻’起来、‘活泛’起来，一个年轻人来了，还留住

了更多的年轻人，而且都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德胜屯的

李大叔说，“这几年，顶数我们屯发展得最快。孙书记来村

里那年，我们屯大面积种玉米，只有230亩地种黄烟。我们

屯紧挨着的永兴村，孙书记看那里的黄烟种植一片火热，就

想让大家种植黄烟。”

德胜屯的土质与永兴村相差无几，黄烟收益又比玉米

高很多，德胜屯大可以借风顺势种黄烟。反复盘算后，孙延

清开始走家串户劝大家种黄烟。虽然大家对这个刚到任的

30多岁的年轻书记不大信服，但也有一些农户被打动，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种了几亩地。很快，孙延清的话得到了验

证。上秋后，种植黄烟的村民尝到了甜头儿，全屯农户闻风

而动，跟着种起了黄烟。如今，德胜屯1500亩黄烟已经成

了规模。屯里有了产业，在家种黄烟比出门打工挣得还多，

年轻人自然不往外跑了。

“‘围城村’就得搞‘围城经济’。”孙延清上任后，琢磨着

在3社搞棚膜经济。几年光景，村里20多栋大棚变成70多

栋，以前分散种植蔬菜，现在集中连片。仲夏时节，一栋栋

大棚里，黄瓜、西红柿、芹菜、豆角、水萝卜等各种蔬菜绿油

油一片，长势喜人。种菜利润高，还有技术员指导，如今3社

已经满足了辉南镇大部分的蔬菜供应。

由于占地，2社成了村里的“首富”。那时，2社集体经济

已经达200多万元。孙延清打听到种植大龄果松效益好，正

好2社有山地资源，他就合计着种大龄果松。开了多次村民

代表大会后，2019年，70亩果松栽植完成。“瞧，那一片就是

我们村的果松林，栽的13年苗，5至7年见效益，当年投入不

到30万元，种完就有人要给80万元承包。再等个一两年，

自己采摘松子每亩能达到5万元收益。”

眼瞅着村里日日有新光景，村民们心里乐开花，但精打

细算过日子的孙延清却有了另一番打算。辉南镇山核桃资

源丰富，孙延清打算在野生山核桃上做文章。“咱这野生山核

桃到处都是，我打算成立合作社，让这小核桃挑大梁，做成大

生意。”村支部扩大会议上，孙延清话音刚落，会场里一下子

热闹起来，大伙一致同意他这个壮大集体经济的方案。

孙延清告诉记者，城关村9个社852户，村里留守老人

和留守妇女居多，搞山核桃加工合作社可以带动村里留守

老人、留守妇女和脱贫户就业。今年4月，合作社红红火火

地开业了，22名村民成了第一批员工。工作程序很简单，就

是抠核桃仁，而且工作性质是随来随干，不需要固定上班时

间，工资按抠的核桃仁斤数计算。这不，70岁的脱贫户刘庆

云大娘吃过午饭后，慢悠悠地来到合作社里开始了工作。

老人的三个女儿都在外打工，自己留守在村，抠核桃仁既打

发了孤独时光又有收入，大娘心里美滋滋的。

“去年村里还开办了谷物种植合作社，51户入社，509亩

土地，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流转来的100多亩地还种植了新

型产业甜玉米。”孙延清说，合作社就是要服务于民，为村民

增收。

敢闯、敢试、敢干，这就是年轻人的魅力。从生意人到

村书记，村民们看到的是一个俯下身子、迈开步子、甩开膀

子的“新农人”，也是一个思路清晰、直觉敏锐、执行到位的

青年创业者和实干家。孙延清给城关村带来了红红火火的

好日子，更给年轻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激情。

““米二代米二代””张帅张帅——

科技兴农科技兴农，，种地也要紧跟时代种地也要紧跟时代

天空的云彩倒映在仲夏的稻田中，蔚蓝的底色与一片

青绿相融。看着322公顷一望无际的稻田地，32岁的张帅

满怀憧憬。

作为永吉县禾谷丰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掌舵

人”，张帅是名副其实的“米二代”。“大学毕业后，我和爱人

找过工作也创业过。后来，我在新闻中了解到现代农业发

展势头好，就想着趁年轻回到家乡经营田地，借力国家好政

策一定能闯出一番新天地。”

张帅居住的永吉县万昌镇地处长白山脉向松辽平原过

渡地带，松花江两条支流流经这片黑土地，为水稻生长提供

了良好条件。作为中国北方优质大米的主要产地之一，万

昌大米不仅成为国内市场的紧俏货，近些年还远销韩国、日

本及东南亚、欧洲等地。

2019年返回乡村后，张帅成了自家合作社的继承者。

最初，家人给他一块40公顷的“试验田”，让他熟悉土地。张

帅在“试验田”上摸爬滚打，凭着一股子韧劲，摸索出一套新

的管理模式，实现科技种田和商业化销售，完成了从农业

“门外汉”到田间“百事通”的转变。

“种地也要紧跟时代”，这是张帅常说的话。现代农业

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在科技领域，新青年大有可为。2020

年，张帅尝试用大疆植保无人机喷药。“那时喷药只能带40

斤水，现在带100斤没问题，而且运苗、扬肥等多种功能不断

更新。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迅猛发展，不掌握新技术，仅靠

传统农耕越来越行不通了。”

时间见证了改变。2023年，县里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

张帅的合作社在规划之内。借助好政策，全村铺设了170余

个摄像头，合作社通过智慧农业大屏幕做到全链条农田动态

实时监测。张帅依托农业机械化、农企管理、新商业思维等

全新的种植和经营理念，推动合作社发展，带动社员增收。

青年人从事农业生产有着新认知、新想法。2023年，合

作社322公顷的稻米全部由订单方式售出。尽管大米销售

形势良好，但张帅仍然把心思用在开拓销售渠道上。“目前，

我们启动了私人订制模式，正在逐步打开市场。”张帅向记

者介绍，私人订制即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建立全程可视农业

系统，客户可以在家里实时看见自己所认购稻田的现状。

这种全新的销售理念更迎合现代人的消费体验需求。

一边思考，一边行动。“红小二”万昌大米直播间是张帅

开辟的又一个“战场”。“2019年正是直播带货的风口，那时

我就开了直播业务，借助网络平台搞销售。”为了带火家乡

大米，张帅还请了专业团队做品牌宣传。张帅说，为现代农

业提供智力支持，就是“新农人”该干的事。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留住年轻人。”说起村里的

“新农人”，万昌镇吴家村党支部书记王伟感触颇深：“实现

乡村振兴，必须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引领。在农业现代化进

程中，青年人才凭借全新的能力和宽广的视野，更易把自身

的技能优势、农业管理经验、市场运作谋略与农业发展充分

结合，不断优化农业生产形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返乡大学生肖瑶返乡大学生肖瑶——

““新农人新农人””种田种田，，越种越甜越种越甜

伴随着响亮的嗡鸣声，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低空飞过

稻田，几十分钟后，完成了整片地的施药作业。34岁的肖瑶

娴熟地操控着无人机，4000亩稻田的管理在他手中游刃有

余。

“我在北京读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网页设计。

2013年，家乡吉林市正大力发展可视农业，我爸不太会操

作，就商量让我回家。我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回来和他一起

经营农场。”2013年9月，肖瑶返乡同父亲创办了九月丰家

庭农场。

肖瑶的父亲是个有着30年种稻经验的“土专家”，幼年

的肖瑶耳闻目睹的就是水稻播种、育秧、施肥、灌水、收割等

农事，对水稻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从大城市回到家乡，接

过沾着泥土、代代相传的“接力棒”，肖瑶做足了“新农人”的

功课。

“上大学时，我学的计算机专业，当时正是互联网+农业

的发展阶段，我就琢磨如何能把所学的知识和农业结合起

来，让农场发展提速升级。”在不断地钻研与实践中，年轻的

肖瑶在吉林市率先创建了全程可追溯稻米视频系统。九月

丰家庭农场也成了我省第一家实行农田可视化的农场。

“你看，这套新建的智能催芽系统与床土筛选机、自

动育苗机配合，就形成完整的工厂化育苗系统。”在农场

里的智能水稻催芽车间，肖瑶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他

引进的新设备，这座20吨智能水稻催芽车间每年都会为

周边农户提供上万亩的种子催芽服务。在车间外，整齐

排列的水稻高速插秧机、水稻收割机、施肥机、播种机等

60多台机具，不仅为农场大量流转土地全程机械化作业

提供了保障，还可为周边农户提供农机作业服务。靠科

技与勤奋，九月丰年经济效益200多万元，带动帮扶100

多人脱贫致富。

肖瑶说，真正做农业，还是要规模化。如今，他的家庭

农场拥有可容纳5000吨稻米的仓储库房、占地2500平方

米的农机库房、60栋现代化育秧大棚、占地5000平方米的

晾晒场地以及能为50万斤种子和粮食进行保鲜的粮食保

鲜库……这个集绿色水稻种植、加工、包装、销售于一体的

现代化智慧农场，年复一年复制着丰收的图景。

农事一辈一辈传下来，镰刀锄头已然成为越来越远的

回忆。农场在变大，日子却变得越来越悠闲。在祖辈的年

代里，一个人起早贪黑插秧，一天也只能干完一亩多地。而

今，一台插秧机一天就能作业二三十亩。而肖瑶熟于操作

的无人机，一天就能覆盖五六百亩作物，效率是人工作业的

五六十倍。

肖瑶告诉记者，在他的朋友圈里，一批产业型、技能型、

双创型的职业青年农民正在现代农业的建设中大展拳脚，

新农人正承担起新时代农业农村主人翁的重任。

曾几何时，走出乡村是一代人逐梦的起点。如今，乡村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筑梦的舞台。在新时代的图景

中，新农人们怀揣担当与梦想，投身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

在希望的田野上奏响一曲嘹亮的青春之歌。

耕耘希望 绽放青春
本报记者 吴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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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离不开青年力量离不开青年力量。。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凝聚一批有知识凝聚一批有知识、、有见识的青年人才至关重要有见识的青年人才至关重要。。近年来近年来，，我省我省

大力营造返乡创业氛围大力营造返乡创业氛围，，鼓励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农村鼓励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农村、、服务基层服务基层，，为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为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如今如今，，在广袤的乡村在广袤的乡村

大地大地，，出现了更多农业知识青年的身影出现了更多农业知识青年的身影，，他们有活力他们有活力、、敢创新敢创新、、更专业更专业，，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踏实作为踏实作为、、绽放青春绽放青春，，

为乡村发展注入朝气蓬勃的活力为乡村发展注入朝气蓬勃的活力。。

建高标准农田、搞私人订制销售模式、直播带货……张

帅依托农业机械化、农企管理、新商业思维等全新的种植和

经营理念，推动合作社发展，带动社员增收。

九月丰家庭农场里，水稻高速插秧机、水稻收割机、施肥机、播种机等60多台机具不仅为农场大量流转土地全程机械化

作业提供了保障，还可为周边农户提供农机作业服务。

孙延清37岁任职村党支部书记，以敢闯敢试敢干的魄

力带领村民奔向富裕之路。

孙延清在城关村3社大力发展棚膜经济，如今，3社已

经满足了整个辉南镇的大部分蔬菜供应。

张帅的合作社接待参观团游客。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吴茗摄）

34岁的肖瑶娴熟地操控着无人机，4000亩稻田的管理

在他手中游刃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