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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姑回乡，带动“村姑进城”

春管时节，在河南省商水县一片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内，偌大的自走式水肥一体
机正在“自顾自地”浇灌着农田，田间地头
各种设备忙碌，却鲜见农民的身影。

“如今我们一个人也可以管数千亩
地啦。”种粮大户刘天华指着眼前的景象
开心地说。2008年开始包地的刘天华在
一次国外考察时，对各种科技加持、“3个
人能种1万亩地”的“超级农田”羡慕不
已。而在包地12年后，他在自己家乡也
承包了这样一片“超级农田”，并且从中
看到了未来智慧农业的模样。

“五化”标准
打造智慧农业系统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近130万人口、
约140万亩耕地的商水县粮食总产多年
稳定在22亿斤左右。2020年，商水县借
着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策东风，又
自筹1.5亿多元，按照“五化”（建设标准
化、装备现代化、应用智能化、经营规模
化、管护规范化）标准，开始在5万亩连片
农田里规划“超级农田”蓝图。

“顶层设计上，要求项目大量植入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及节水灌溉等
先进技术，实现传统文化、自然风光保
护与农业增产增收有机结合，灌溉自动
化、远程控制与节工、节水、节能有机结
合。”商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祁勇说。

2020年5月，经过近半年建设，商
水县在5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的万亩
核心区内安装了覆盖1.07万亩农田的
自动化灌溉设施，配套机井268眼，农桥
67座，地埋管线200多公里；建成物联
网控制中心1个，田间气象站1座，土壤
墒情监测站1座，物联网监控20套，并通

过软件将这些硬件集合成一个“智慧农
业”系统。

走进这片“超级农田”，各种“黑科
技”随处可见——

自走式水肥一体机3到4个小时就
可以将半径400米内的农田浇灌一遍；

一些农田里整齐排列着固定式和
地埋式喷头，只需轻点遥控按钮，喷头

就可以直接或钻出地面后喷施水肥；
植保作业时，“超级农田”配备80多

台无人机、4架直升机；
孢子信息自动捕捉培养系统将孢

子所携带的病害信息自动上传至后台
服务器，植保技术人员鉴定后通过手机
反馈给农户。农户用手机远程调度防
控设备，及时预防病害。

多方共赢
稳固粮食生产基础

“超级农田”让多方共赢。“以前每
年每亩土地流转费只有700元，现在流
转费达到了1000元。”张庄镇周庄村67
岁的周群元有10亩地，他算了一笔账：
每年10亩地流转费1万元，农忙时节打
工收入约1万元，再加上自己购买的农
机为种粮大户提供服务，每年又有几千
元到1万元的收入。“比自己种地挣得
多，还轻松。”周群元说。

农民得了实惠，种粮大户也提高了
效益。“以前，雇人浇地、施肥、打药，一

亩地需要几十元，现在打开按钮，只需
要3元到5元的电费，就能全部完成。”流
转了2100亩“超级农田”的种粮大户邱
守先说。

“超级农田”的出现还解决了农田
设施管护的难题。邱守先说，“超级农
田”基础设施投入大，小农户没有能力
管护，也承担不了管护成本，而规模化
经营后，种粮大户因为节省了成本、提
高了效益，也都自愿加大投入管护好各
种基础设施。

“超级农田”自规划之初就坚决禁
止“非粮化、非农化”。据商水县农业农
村局统计，“超级农田”建成后，5万亩高
标准农田核心示范区的科技贡献率达
到了75%以上，亩均纯收益每年2336
元，比一般农田增加636元。2020年，
在“超级农田”的科技示范带动下，商水
县粮食总产超过24亿斤，一举打破连续
多年的“22亿斤总产瓶颈”，创下历史新
高。

“超级农田”藏粮于技，让粮食生
产基础更加稳固。刘天华对此刻骨
铭心。从2008年开始包地到2014年，
他流转的土地面积从300亩增加到
2300多亩。但2014年大旱、2016年倒
春寒，由于农田灌溉和植保设施不完
善，遭遇“三年两灾”的刘天华赔进去
了多年种地的收益，被逼无奈缩小种
地规模。

直到2020年，第一次在5万亩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内看到焕然一新的农田，
刘天华“超级农田”的梦想又被燃起，一
口气包下2000多亩耕地。“现在，一般
的灾害不用担心了，我准备利用农田物
联网建立一个数据库，用大数据精准控
制小麦品质，为下游面食加工企业提供
更高端的原材料。”刘天华说，“超级农
田”让许多种粮人看到了智慧农业的模
样。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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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朝阳市木头城子镇十家子
村，养育了聪慧的王颖，高中毕业后，她
考上了吉林大学法学专业。让乡亲们
没想到的是，2015年，大学毕业后考上
公务员的女娃竟然回村了。

“留在城市打拼一片天地曾经是我
的梦想，但村里老支委刘志海在炕头那
一句‘孩儿，咱村子需要你’让我念念不
忘。”王颖说，刚工作那会儿回乡到刘志
海大爷家做客，64岁的老爷子说，十家
子啥条件都不差，但还是穷，就是因为
没人才啊。

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回应长辈的期
盼，王颖辞去公职，回到十家子村创
业。四年大学生活、一年城市工作经
历，让她瞄准了从农村地头到城市餐桌
的市场。

王颖说：“十家子的杂粮、葡萄、豆
皮，吃一口回味好几口，是我们村的宝，
但传统销售走不出一亩三分地。”

2015年7月，王颖创立“村姑进城”
品牌。以“互联网+种植基地+深加工+
实体店”模式，打造农产品从生产源头
到终端销售的全新产业链模式。

“想法挺单纯的，我一个农村姑
娘，就想把农村的好东西卖到城市，让
城里人吃得健康，让乡亲们鼓起腰

包。”王颖说。
23岁的女孩创业，谈何容易。

“刚起步人手少，什么都我自己
干，打包鸡蛋时，碎了好多。”回忆创
业初期的艰难，王颖说，她不断告诉
自己要坚持，不断更新电商知识，从
品牌定位到包装设计等，一个细节也
不放过。

朝阳小米，远近闻名。以前，农民
装在编织袋里到集市上卖个十斤八斤，

换点柴米油盐钱。王颖经过精细市场
调研，推出适合儿童的“宝宝米”和适合
孕产妇的“滋补金米”等系列精品小米，
深受市场欢迎。

“一亩地能增收3000元。”王颖说，
当地小米真的成了“金米”。

目前，“村姑进城”品牌已经在辽宁
各地、京津冀和上海有了稳定的客户
群。王颖团队流转了1000亩土地进行
精品农产品种植、深加工，15名大学生

和王颖共同经营。“电商平台常年吸纳
几十名村民做打包、快递工作。种植基
地农忙时，还能解决100多人打工。”王
颖说。

当时，十家子村有26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2018年，王颖牵头成立合作社
时，精心为贫困户设计了三条扶贫路：
对一心种地的，实行帮带扶贫，无偿提
供技术、设备，保底价收购；对愿意打工
的，优先照顾到合作社打工，一个月给
1500元左右工资；对没有劳动力的，鼓
励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经营，年终分
红。

曾经的贫困户苏红霞当年一家守
着几亩地种玉米，收成好时一亩玉米一
年挣不到1000元。如今，按王颖的“规
划”去做，四月份种一茬小麦，六月份种
一茬向日葵，一亩地收入奔着几千元去
了。

日子越过越好的苏红霞说：“王颖
这丫头年纪小、本事大，心眼还好，是我
们大家伙的主心骨。”

2021年1月，29岁的王颖挑起了十
家子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从回乡创
业到带头致富，再到担任基层党组织书
记，王颖觉得责任越来越重。

“乡村振兴，党支部是战斗堡垒，我
会继续努力，把大家的心聚起来，让乡
亲们富起来，让农村美起来。”王颖说。

据新华社

河南商水县，有片“超级农田”

2021年7月，十家子村农民在大棚里采摘葡萄。（受访者供图）新华社发

3月22日，工作人员在商水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农业物联网控制中心工作。新华社发

3月22日，种粮大户刘天华在商水
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查看自家小麦长
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