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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样子——新时代乡村振兴四川样本系列报道

华西都市报讯（吴双桂 记者 陈远
扬）资阳市安岳县总人口超150万人，
常年外出务工的人员超过50万，是劳务
输出大县。1月31日，记者从安岳县农
民工服务中心获悉，为推动当地纺织鞋
服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保障企业用工
需求，1月29日至3月9日，安岳经开区
将在渝成国际制鞋产业园开展为期40
天的“鞋服产业企业2023年春季集中
招工活动”，每天专车接送，为有意愿的
农民工提供最佳就业服务。

1月30日，是企业招工的第二天，
在渝成国际制鞋产业园招工现场，记者
看到，前来的应聘者穿梭于人群之中，
与各用人单位对接交流，详细了解薪资
待遇、工作环境、相关福利等信息。

“我们公司为员工购买五险，有带
薪休假、全勤奖励、住宿补贴。”“我们公
司免费提供食宿，不扣生活费水电费，
可以节约一大笔开销，过来看看嘛
……”现场用工企业纷纷使出“浑身解
数”，通过优厚的待遇吸引当地求职者。

“经过这两天的招聘，有近200人
前来咨询我们公司。”这几天，四川朗特
鞋业有限公司招工现场负责人梅艳忙
个不停，正积极为公司招收针车熟手。

本次招聘会，安岳下辖的各乡镇
（街道）也积极参与，充分了解辖区群众
的求职意向和务工需求，并为有意向的

务工人员安排专车，集中接送到招工现
场求职。

在招工现场，文化镇农民工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陶继才介绍，春节长假过
后，各行各业迎来开工潮，很多企业都
有用工需求。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当地
通过广播、微信、老乡群、QQ群等方式
进行宣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有
务工需求的人员都积极地进行了登
记。“今天，我们镇上统一组织有务工意
愿的54人，到工业园区前来咨询。”

“以前去外地打工，家里老人年龄
大了，孩子年龄又偏小，出去都不放
心。现在回来在当地找一份工作，不仅
照顾了家里老人、小孩，还能实现家门
口挣钱，我觉得在家乡工作也挺好的。”
招聘现场，通贤镇的杨小君女士说道。

据了解，安岳县2023年鞋服产业
春季集中招工共有15家用人单位，总共
提供2000余个就业岗位。截至目前，
吸引了周边10余个乡镇（街道）400余
名求职者前来应聘。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
南充市顺庆区搬罾小河坝村的蔬菜大
棚，见到了网名为“乡下人”的石凯，24
岁的他是渔耕源农场的农技员，也是一
名短视频创作者。去年8月，四川遭遇
40℃高温天气，“四川葡萄的烦恼上热
搜，高温炙烤葡萄架上新鲜葡萄变葡萄
干”的视频受到全网关注。大家也正是
从这个视频关注到拍摄者——石凯，从
而了解到新农村生活。在石凯的视频
里，田间地头，美好又神奇。

说起现在的农村生活，石凯洋溢着
自信的笑容：“你看，我每天种菜、喂鱼、
修枝，看四季变化，看四季丰收，这不就
是很好的样子嘛！”

23岁农村创业
“我想，我应该可以”

冬日午后的暖阳，透进蔬菜大棚，温
暖如春。

一个短发青年，皮肤黝黑，围着围
裙，咔嚓一声，修剪掉桑树的余枝。这，
就是石凯，一个来自资阳的小伙。

对他来说，从城市回到农村，是最勇
敢又满意的决定。

时间倒回2021年，在浙江厂里务工
的石凯，疲惫又迷茫。“那种生活，并不是
不好，但我知道，不是我想要的。”

想要的是什么？石凯没有答案，但他
想起儿时在农村的生活画面，或可一试。

裸辞。石凯“投奔”了在顺庆区芦
溪镇做蔬菜生意的舅舅。种菜、收菜、
运菜、卖菜，忙得起劲。但，又觉得挑战
不够。

“当时，渔溪发展李子产业园，在找
驻园农技员，我想，我应该可以。”

初生牛犊不怕虎，石凯毛遂自荐找
上了顺庆区菜篮农业果蔬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董文斌。董文斌也是全国乡村振兴
实践指导导师，第一眼，他就感觉这个小
伙子适合搞农业。

于是，石凯加入了董文斌的大学生
乡村振兴创业团队。从渔溪李子园，到
青山湖水果基地，再到小河坝农场，石凯
一心扑进了新农人的事业里。

懂农业、有文化、技术高、会管理、善
运营，对比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更像
是一个创业的多面手。

石凯说，自己的职业是“新农人”，而
他的目标，是乡村振兴的“兴农人”。

扎进农业天地
“所有的一切都不同”

扎进农业的天地里，石凯感受到新
时代农村的蓬勃发展。

学习喂鱼、修枝、管理，农业机械、全
自动系统、无人机，当现代化职业农民，比
想象中挑战大，他一点点学、一点点摸索。

“你看，比如喂鱼，就不能一次性喂
多了。要根据鱼儿的吃食习惯，来调整
投喂量和抛撒节奏。”

石凯现在所在的农场，是一个现代
化农业基地。鱼菜共生基地里，鸭嘴
鱼、裸斑、鲫鱼游得欢腾；蔬菜水池里，
油麦菜、茼蒿、卷心菜长势喜人；24个自
动化大棚，种满了葡萄、樱桃、无花果、
草莓。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防控不用
药，“鱼肥水—菜净水—水养鱼”的生态
循环模式，是石凯所在团队探索的生态
循环种植。“已经有一些成果了，2023年
要再推开，找到这种生态种植和乡村振
兴、农文旅融合的良性循环。”

每天7点起床，在园区煮早饭、安排
工人工作后，就开始喂鱼。12个池子，
早晚各一次，一次要喂2个小时。然后

地里连轴转，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下午
5点多工人下班后，石凯喂鱼、收拾，经
常到晚上11点左右才回宿舍休息。

“这样的乡村生活和我想的一切都
不同。”石凯直言，很忙碌，也很累，但非
常充实快乐，总觉得有干不完的活，使不
完的劲。

探索精彩乡村
“创业不用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

“大家好，我是90后创业农村娃，种
地好、种好地，一样能够发家致富。”这是
石凯抖音号的自我介绍。

作为团队最年轻的一员，石凯在不
断探索更年轻化的表达，希望将更生动
鲜活的农村生活呈现出来。

通过互联网，石凯知道了更广阔的世
界，知道了元宇宙、Z世代等新潮词，但他
始终认为“生活本质，始终是生活本身”。

他的短视频，开始带大家发现农村
生活的更多面貌。种地、务农，这些看似
和年轻人距离遥远的传统劳动，“玩”出
了新花样。

“种在水里的火葱你们见过吗？”“一
根树上七个瓜”“柳树上又长了蘑菇”“草
莓为什么要打叶子”“还有多少人认识这
套农村工具？”……

他把生活里的新鲜事，用欢快带着四
川方言的普通话分享出来。很多人羡慕
他的生活，他也号召更多人投身乡村振
兴：“创业不用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

“2023年，多学多总结，努把力，买
车买房，再找个女朋友。”关于未来，石凯
信心满满。

而回到眼前，葡萄树要长芽了，樱
桃、李子要开花了，西瓜苗也要尽快下
地，石凯又走进了种植大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

劳务输出大县的“留人战”：集中招工待遇诱人

24岁新农人石凯：创业不用去远方，乡村精彩又神奇

迎丰收备春耕
隆昌人勤春来早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贾娇）1月31
日，正月初十，隆昌市的田间地头皆是
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放眼广袤田野，
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徐徐展开。

在隆昌市胡家镇蒲芦村，大片成熟
待收的中药材泽泻在暖阳的照耀下格
外喜人。农户正抓紧有利天气采收、烘
干泽泻，再销往成都、广州等地。

泽泻具有较高的医用价值，可以缓
解由于慢性肾炎、心功能不全等原因引
起的水肿。目前胡家镇种植泽泻约500
亩，亩产湿泽泻约2000斤，2元/斤左
右。胡家镇地势平坦、水源丰富。每年8
月水稻收割后，稻田处于闲置期，村民们
巧打时间差，利用“冬闲田”种上了泽泻。

同一时间，在相邻的胡家镇黄金村
蔬菜种植基地，一块块排列整齐的菜田
里，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140亩高
品质花菜、甘蓝等蔬菜喜获丰收，工人
正在进行采收、装筐、搬运，发往重庆、
上海、北京等城市。

胡家镇党委书记曾祖会告诉记者，
2022年胡家镇获评四川省农业丰收奖先
进集体，“今年我们会及早谋划，提供好
技术、种子等支持，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石凯和鸭嘴鱼。

鞋服企业2023年春季集中招工现场。

石凯展示种植在水里的芹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