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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四川建设新时代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的全面开局之年。从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到政府工作报告，稳定粮
食生产都被反复提及。

粮食生产离不开人。如何让年轻人
心甘情愿地回到农村发展？四川的探索
始终不断，2010年，成都崇州开始探索
创立农业共营制：农户以土地入股，成立
合作社，聘请职业经理人经管，实现土地
要素优化配置集中经营。两年后，由政
府主导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育体系正式
建立，鼓励更多年轻人回到农村，助力乡
村振兴发展。

“今年是我回农村经历的第八个春
耕。”近日，走在崇州十万亩高标准农田
核心区里，29岁的王伶俐时不时蹲下身，
拨开绿油油的小麦，熟练地检查，看其是
否遭受病虫害。

去年，在田间地头当“种田CEO”的她，
管理的农田实现小麦、水稻两季粮食总产
量3700吨。除了粮食高产外，她还带领合
作社跻身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并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等称号。

今年春耕，王伶俐掌舵管理的良田
更是新增到5600亩，“不光是我，近年来
还看到更多年轻人回到农村，在田间地
头奔走，为天府粮仓耕种丰收希望。”

第八个春耕开始
无人机上线每天可打药200多亩

今年春耕开始，王伶俐又忙了起来，
一边要查看小麦的病虫害，另一边协调
机器翻田，为接下来的插秧作准备。

“这段时间主要是防治病虫害。”指
着叶片上的一处小黑点，她告诉记者，小
麦主要的病害是蚜虫、锈病等，患了病的
小麦不仅会影响生长，还可能“传染”造
成大面积病害，如果不及时治理可能会
导致全年产量下降。

最近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她几乎每

天都会到田里看小麦的情况，如果发现
问题就得及时处理。

“以前是人背着喷雾器在田里打药，
一个人一天只能打10多亩。”王伶俐说，
后来用了大型喷杆式喷雾机，一天能打
100多亩田，但机器工作时可能压着苗，
机器后期维修成本较高，“现在用上了无
人机，每天能打200多亩，不仅易上手操
作，效率高，还不会伤到作物。”

保障粮食生产
今年水稻播种面积将达5600亩

“江原县，蜀（郡）西，渡大江，滨文井
江……小亭，有好稻田”，1600多年前的
《华阳国志》里这样描述崇州的沃野稻
香。自古以来，位于成都平原核心区域
的崇州，一直都有天府粮仓的美誉。

这里是主要的粮油产区，每年10月
到第二年4月左右是种油菜、小麦的时
期，3月底开始育秧，5月小麦收割之后，
便进行水稻种植。

“隆隆隆……”一台旋耕机穿梭在灌
满水的农田里，田里的泥巴被翻起，身后
留下一道道水纹。王伶俐说，这一片是
专门留着育秧的田，耕完田后就要开始

整田，抓紧开始育秧了。
“今年我们的小麦预计产量1800多

吨，每亩地在650斤以上。”王伶俐说，去
年10月种小麦后，冬季降雨量比较少，
但这几天持续降雨，所以影响不大，对小
麦产量有信心。

王伶俐介绍，种植的水稻、油菜和小
麦的品种，主要选择成都农业部门推荐
的品种，这些品种几乎都是四川自主研
发，适合四川地区种植，不仅抗倒伏、抗
虫害能力强，而且产量也很高，有时也会
少量种植一些市场比较火的品种。

“去年经历了高温、干旱等天气，但
我们崇州地处都江堰精华灌区，所以受
影响小，去年粮食收成也是稳产丰产，今
年预计种植水稻5600亩，通过先进的农
机、科学的田间管理等技术手段，一定会
迎来一个大丰收。”她说。

更多年轻人回到农村
粮食生产和乡村振兴都更有盼头

“光崇州就有2000多位农业职业经
理人，大部分是45岁以下。”王伶俐说，8
年前她大学刚毕业，就选择回到农村走
父亲的路，最开始是不被人看好的，“那
时候同辈很多年轻人，都觉得一个大学
生，跑回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没什么发
展前景。”

但随着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训、保障
等措施不断落实，四川农业不断改革，她
也看到更多人愿意回来。

“未来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趋势是
偏向年轻化，农业也是偏向精细化、规范
化、效率化。”她说，过去找人种田，到现
在越来越多人愿意回来种田，离不开政
府的引导和各种政策。

从2012年正式建立农业职业经理
人培育体系，到2016年成立成都农业职
业经理人学院，再到如今，成都持证农业
职业经理人约2.04万人……越来越多的
新鲜血液注入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队伍，
为四川从农业大省迈向农业强省，提供
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周彬 摄影报道

农业职业经理人王伶俐在查看小麦是否有病虫害。

王伶俐操控无人机为小麦喷药。

旋耕机翻耕农田为育秧作准备。

90后“种田CEO”的第八个春耕
掌舵五千亩良田，为天府粮仓耕种丰收希望

3月6日，又是一年惊蛰时节到来，
春意渐浓，万物萌动。在宜宾市江安县
阳春镇姜庙村，一场以“花满阳春·客聚
李乡”为主题的2023年李花文化旅游季
活动在此拉开序幕。从李花出发，以姜
庙村为中心村的“白李果源”乡村振兴示
范基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呈现出的
是“很好的样子”。

李花节增强发展乡村旅游的信心

一大早，姜庙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广
场上，数十个商贩已经摆好了小吃、游戏
等摊位，果农们拿出自己种植的柑橘、草
莓等水果，等待着游客的到来。上午10
点，阳春镇李花文化旅游季开幕，精彩的
文艺表演、一片片盛开的李花，吸引了前
来踏春打卡的游客。

记者了解到，此次旅游季将根据花
期持续至3月中下旬，其间将举行赏花
游园、文艺表演、研学游等活动，让游客
体验乡村之美，感受春的气息。

“江安大白李”是江安县特产、全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据阳春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蔡杰介绍，此次活动举办地姜庙
村是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以姜庙村
为中心村的“白李果源”乡村振兴示范基
地，已辐射带动周边踏水桥、九龙、七星
等 5 个村发展 5000 亩江安大白李种
植。一到春季，漫山遍野的李花、油菜花
和穿梭山间的游客一起，勾勒出一幅美
丽乡村画卷。

“姜庙村1200多户村民，家家户户

都种了李子。如今，李子种植让每户每
年最少收入两万元，年收入七八万元的
户数占全村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姜庙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林说：“这几
天前来赏花春游的游客络绎不绝，特别
是上周末两天，村上2个能容纳150辆
车的停车场天天爆满。今年还动员了七
八户村民开起农家乐，周末户户坐满用
餐游客。”这周姜庙村就要新签约一个投
资370多万元的民宿项目，预计修建30
间客房。

专合社撑起上百万的村集体收入

能举办李花文化旅游季活动，离不
开姜庙村这些年大白李产业基础。

当地种植江安大白李的历史悠久。
2015年，姜庙村成立了李子专业合作
社，通过土地流转，鼓励社员以土地、物
资、资金、技术入股，建成了“江安大白
李”基地。目前，已发展“李子套种蔬果、
粮食”“稻渔虾共生”“猪（鸡）—沼—果”
等新型生态循环农产业10余处，村集体

年收入100余万元。2023年，预计全村
李子总产量2000万斤，产值达8000万
元以上。

除了村集体的专合社，村民刘亚兰
还成立了江安县原生态李子专业合作
社，通过流转300多亩土地，带头种植以
江安大白李为主、草莓、柑橘等为辅的水
果，开发李子果酒等产品，带动村民一起
致富。该专合社还设有一个邮快驿站，
刘亚兰告诉记者，在水果丰收的季节，通
过该驿站，村民们销售的水果被邮寄至
全国各地，去年邮寄了1万多单。在刘
亚兰看来，村上通过举办旅游季活动，提
升李子知名度，增加李子销售渠道，增强
了种植户信心。今年驿站已经按照2万
多单快递来准备。

这些年，通过坚持党建引领，姜庙村
已经探索了一条乡村振兴示范区暨现代
农业园区发展之路，村民也享受到了以

“李”为名的致富红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雪梅

摄影报道

李花为媒 讲述宜宾乡村振兴中的“白李果源”故事
很好的样子——新时代乡村振兴四川样本系列报道

春天的姜庙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