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
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市永丰村考察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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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女生“开”无人机种田

长辈只能种3亩
我能种1000亩

5月，德阳市中江县龙台镇，1000亩高粱正在孕
育。几个月后，它们就将成熟，被送入茅台、五粮液
等酒厂酿造美酒。

27岁的张馨方是这片土地的管理者。一年前，她
脱掉高跟鞋，从办公室走到田间，开始做一个新农
人。“我的长辈就是农民，一个人最多种3亩地，每亩利
润不大，并且销售也没有保障。”张馨方说，“现在通过
良种、良技和良法，我能管理1000亩土地，收益还不
错。能为‘天府粮仓’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很骄傲！”

我们是“ 世代”新农人

用汗水智慧浸润广阔天府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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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

四川分三个阶段

建设更高水平
“天府粮仓”

今年初，省委、省
政府印发的《建设新时
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行动方案》提出，分三个
阶段建设新时代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的目标。

第一阶段

到2025年“天府粮
仓”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第二阶段

到2030年“天府
粮仓”建设目标基本实
现，明确提出粮食产量
提高到3750万吨以上、
“菜篮子”产品生产基本
实现现代化、耕地保有
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超额完成国家下达
目标任务、永久基本农
田基本建成高标准农田
等定量定性目标。

第三阶段

到2035年基本实
现粮食安全和食物供给
保障能力强、农业基础
强、科技装备强、经营服
务强、抗风险能力强、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强的农
业现代化强省目标。

（一）

手机一点
她一个人管理1000亩土地

1996 年出生的张馨方老家在攀枝花，大学毕业
后，她在当地当上了老师。“后来想到成都闯一闯，又进
了建筑企业当文员。”她说。

因为公司转型，2022 年 3 月，张馨方开始接触农
业。“我们的合作方眉山好味稻，是全国最大的水稻
合作社，总部在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去年6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当地，让我们很是鼓舞。”

脱掉高跟鞋，穿上筒靴，张馨方从一个“小白”开始
学习。从育种、栽培、施肥到管理，她逐渐上路，开始负
责资阳和德阳流转土地的种植管理。“眼前这片近
2000亩的高粱，是我们4月刚种下的，别看这么大，实
际管理者就我和同事两个人。”她说，高标准农田改造
后，从改土、播种、施肥等，全是机械化操作。“前两天刚
打了一遍农药，这么大的面积，我们两个人操控无人
机，3天就打完了。”她说。

每天早上7点，张馨方会到田里巡田，看看农作物
生长情况。“通过卫星监测，我们在手机上就可以实时
察看，像我负责的这1000亩土地。大概接近100个足
球场那么大，但是通过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就可以尽收
眼底。”她说，“通过实时监测，哪块地需要浇水、哪块地
需要施肥，手机会有相应提醒，轻轻一点，就把田种了。”

转型一年
想为“天府粮仓”贡献青春力量

“小时候我家也要种地，传统农民一户可能就两三
亩地，每亩利润不大，并且销路也没保障。遇到效益好
能挣几千元，还不如在外打工，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离开
土地，进城务工。”张馨方说，“我转型做农业一年多了，
实实在在获得了收益，种田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累、收
入那样低。”

“像中江这个基地，因为还在进行高标准农田改
造，所以规模还不是很大。我负责的这1000亩高粱，
预计可以实现每亩1000元左右的纯收入。如果管理
得好，还可以获得几万元的绩效奖励。”张馨方说，加上
平时收入和第二季的奖励，转型一年，她的收入翻了
番。“很多同学觉得干农业很苦，担心我受不了，其实真
正做下来，发现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艰苦。”她说。

“总书记说，‘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农业专家，也
要靠广大农民。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
训，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
高效农业。’这让我很受鼓舞，虽然我是半路出家，也不是
什么专家，但是通过不断地学习，开始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很自豪，可以为打造新时代更高
水平的‘天府粮仓’，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张馨方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庆王祥龙 陈光旭

“可能是我选的专业比较特
殊，虽然在日本学习过农业技术，
但毕业回家后，工作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好找。”2022年春天，石金
鑫在日本茨城大学完成学业，回
到眉山老家，但始终没找到心仪
的工作。为了“找点事做”，他帮
母亲开了两个多月的出租车。其
间，石金鑫拉到了一位特殊的客
人——“西南粮王”李相德。

“搞农业是我从小的梦想。”
出租车上，学农的石金鑫、务农的
李相德越聊越投机。“你干脆跟着
我干吧！”对于李相德发出的诚挚
邀请，石金鑫没有拒绝。

2022年夏天，在眉山粮食生
产基地跟班学习两个多月后，石
金鑫来到达州。“我到这边的第一
个任务就是开荒。”他说。

位于达州市达川区的基地，
绝大多数都是丘陵，要把田种好，
不是那么容易。“在平原种好粮食
不叫本事，在丘陵地区种好粮食

才叫本事。”在李相德的指导下，
石金鑫和同事一起，经过近半年
的努力，最终在达川区南岳镇、大
树镇、万家镇 3 个乡镇开辟出 10
万亩粮油生产基地。

同 时 ，达 州 市 达 川 区 好 味
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也得以创
立，目前正在加紧打造达川区

“南大万 10 万亩粮油基地先行
示范区”。

通过在达州一年多的实践，
石金鑫证明了四川丘陵区也能种
出“好味稻”。在达州市达川区，
石金鑫把水稻种上了丘陵，让10
万亩粮油基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初夏时节，那些绿油油的秧苗，见
证了他们奋斗的历程。

石金鑫说，打造新时代更高
水平“天府粮仓”，他们一直在努
力。“我们期待着，今年种在丘陵
地区的水稻，能有一个好收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罗轩周彬

新发现
种田没那么苦了

李富威是个农村娃。1995
年出生于眉山市东坡区崇礼镇石
子村的他，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
在农田里长大。在他的记忆里，
每天早上，爷爷奶奶5点多就起
床，吃完早饭后便去田里干活，一
干就是一天。“那时传统农业全靠
人，特别辛苦，所以当初完全没想
过自己会回来种田。”

原本高中毕业留在城里从
事房产中介的李富威，在遇到李
相德后，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一
次，回到老家的李富威正好看到
李相德在种田，他惊奇地发现：
种田好像没那么辛苦了，插秧有
插秧机，收割有收割机，连撒药
都是无人机！

为了搞清楚现在到底是怎
么种田的，李富威一有空就回
村蹲在田边看，这也吸引了李
相德的注意。彼时，李相德刚
成立好味稻合作社不久，正需
要年轻血液，看到李富威如此
感兴趣，便邀请他加入合作社
一起种田。2017 年，在得到家
人支持后，李富威正式加入好
味稻合作社，成为一名新农人。

“慧种田”
手机上能观测病虫害

虽然从小就和农田打交
道，但当自己种起田来，李富威
还是手足无措。加入合作社
后，他每天都跟着老师傅在田
里现场实操，育秧、插秧、收割
等每一步都要从头学起。

夏天插秧时，手都晒脱了
皮；最初打药时不懂得要提前看
天气，有时才打了药就遇到下雨，
相当于白打……这些挫折让李
富威感到有些崩溃：他没想到，
原来种好田这么不容易。

李富威也曾想过放弃，但他不
甘心：“要血战到底！”为了让自己
尽快成长，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
一边自己研究琢磨、下田实践。
慢慢地，他从一知半解的“田场小
白”成长为“土专家”；再加上年轻
人学习速度快，他很快就学会了

操作插秧机、拖拉机、无人机等。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有

很多管理农田的 APP，非常方
便。通过手机，就可以进行田块
测量、看天气，甚至还可以观测病
虫害。”李富威说，智慧农业解放
了人力，加上成片的规模种植，一
个人就可以管几百亩地。

如今，李富威已是眉山市东
坡区、青神县、洪雅县、仁寿县等
4 个区县 5000 余亩农田的“大
管家”。“我们到一个地方种田，
就会对当地的农民进行培训，教
他们使用农机农技，这样我们就
可以远程管理。”他说。

5年多来，李富威对种田的
认知逐步发生改变。他说，年轻
人有冲劲，有热情，会思考，会学
习，现在国家对粮食安全越来越
重视，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到眉山
考察，让他和更多年轻的种田人
越来越有信心。“我们一定守好
田，种好粮，为‘天府粮仓’的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王越欣李庆 陈光旭

2022年6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考察调研。在了解了当地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加强粮食生产等情况后，总书记指出，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农业专家，也要靠广大农民。

一年间，27岁的张馨方、李富威和25岁的石金鑫先后从这里出发，前往资阳、德阳、达州等地，把“95后”的
青春足迹，一步步印在更广阔的“天府粮仓”。他们目标高远：让“慧”种田、“享”种田的年轻人们，助力打造新时
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天府大地，永远丰收！

1998年出生的石金鑫是眉山人，毕业于日本茨城大学农学专
业，在达州市达川区种田一年有余。在这里，他和同事一起管理
着3个乡镇共计10万亩粮油生产基地。在村民眼中，石金鑫不仅是

“海归”大学生，还会开车、操作无人机、开插秧机，会种田也懂技
术，想他留下，是真心的。

“海归”大学生石金鑫：

丘陵区种出好粮才是本事

5000亩农田“大管家”

“慧”种田的95后
手机上看病虫害

“95后”，穿着西装皮鞋，戴着眼镜，斯斯文文，初见李富威
时，俨然一副公司白领形象，很难把他和种田的农民联系在一
起。但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种田人，更是眉山多
个区县5000余亩农田的“大管家”。

李富威说：“种田不仅将自己人生的饭碗端在了手里，更是
将粮食生产的饭碗牢牢地端在了手里，特别有成就感！”

2022年9月，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稻田一片金黄。 盛晓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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