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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时代的东风，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上，一股青春的力量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他们深入
乡村，走进田野，利用所学所识与庄稼打交道。

奋斗者，正青春。近年来，一大批“80后”“90后”乃至“00后”奔波在原野山乡，他们立志改变乡村
面貌，用智慧和汗水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青春篇章。

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他们挥洒着青春的热情，播种着梦想的种子。他们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推
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们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让乡村文化焕发
生机；他们关注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守护乡村的绿水青山。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联合共青团四川省委推出《我们村的年轻人》主题报道，将目光对准
这群年轻的力量。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新时代的青年，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开 栏 语

90后“新农人”变身农田管家
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清明节前夕，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下
午，舒星宇来到成都崇州大划街道石桥
村的田中查看机械运作情况。水稻田
内，旋耕机发出“轰隆”声，将一块块凝块
打碎，之后还需要用平田机将土地平整，
才算完成整个平田步骤。

谈到种地，这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
指着田中作业的机器，讲得头头是道：

“为什么要把土地弄平整？因为秧田的
高低落差不能太大，如果土地不平整，后
期苗床上的秧苗生长就会参差不齐，最
终会影响产量。”

春为岁首，农为行先。春耕，是舒星
宇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一年中最繁忙的
时候。与其他农业职业经理人稍显不同
的是，1992年出生的舒星宇毕业于电子
科技大学，此前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回到崇州后，他选择从父亲手中接棒，成
为一名农业职业经理人，并组建了一家
农机专业合作社，将智慧农业和农业机
械化向更多村民推广开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
到乡村，回到田野中，他们用自己的经验
和眼界，为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与强劲动力。

90后青年返乡创业
先买无人机后组建农机合作社

走在大划村的田边道路上，舒星宇
和来往的工人打着招呼。不远处，青色
的麦浪在田间翻滚。而在水稻田中，旋
耕机正在紧张作业，两三名工人正在用
犁耙将冒出来的土堆平整，这是播种水
稻的前期工作，也是春耕中必不可少的
环节之一。

舒星宇是崇州市万茂土地股份合作
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同时也是成都万茂
欣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创始人。谈到和
土地的缘分，舒星宇告诉记者，他出生在
崇州一户农家，对于土地并不陌生，同时
也有着很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家里的土
地承载了很多儿时的快乐记忆，另一方
面，传统的耕种模式让父母都累坏了。

从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毕业
后，舒星宇进入一家高精尖企业工作。
2019年，辞职后的舒星宇回到家中待
业，一件小事再次牵起了他与土地之间
的缘分。

“当时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父母承包
了3000亩土地，我回家的时候正赶上给
小麦打农药。”于是，舒星宇背上手动打药
机，和父母一起给小麦打药。“当时就感觉
累得够呛，我和父母忙活了一整天，也只
能打不到200亩。”舒星宇当时就萌生了
一个想法：买一台能打农药的无人机。

说干就干，2020年，舒星宇购置了
第一台无人机，这台无人机在当年就为
9000亩土地提供了打农药服务。而随
着土地面积越来越大，舒星宇开始察觉
到一些不足。

“一个是无人机等自动化农业器械
不够了，另一个不足就是自己的操作技
术还欠点火候。”这也让舒星宇意识到，

一个人的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应该组
建专业的团队。

在家人的支持下，2020年，舒星宇
组建了万茂欣欣农机专业合作社，并购
入了植保无人机、高速插秧机等先进的
农业机械设备，慢慢去探索农业全程机
械化托管，全链条式的社会化服务。

平均年龄27岁
团队成员都是操作机器的好手

实际上，在2021年初，舒星宇的农
机合作社就有七八个操作手。除了在本

地招聘有基础的操作手进行培训，他还
从外地招聘了一些“高手”。

截至目前，舒星宇的团队已经有30
余人了，而这些成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7
岁。其中，年龄最大的成员是“85后”，

“90后”占大多数，“00后”成员大约有五
六位，最小的出生于2003年。这些年轻
人无一例外都是操作农业机器的好手，
如植保无人机、插秧机、粮食烘干机等先
进机器都不在话下。

舒星宇告诉记者，在招聘过程中他并
没有特意限制年龄，“里面的很多成员，都
是自己做得不错，然后介绍朋友和小伙伴
来尝试一下，觉得好就留下来了。”

进入4月，气温逐渐炎热起来，走在
田坎上，舒星宇感叹道：“每到这个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又到了被晒黑的时候了。”

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辛不辛苦？答
案是肯定的。舒星宇坦言，即使现在来
看，上一份工作也算得上不错，早九晚五
的工作时间，年薪也高，同时工作压力也
不大。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后，虽然收
入增多了，但肩上的压力也大了，同时随
着农机合作社不断发展，个人需要考虑
的事情自然也变多了。

辛苦，是舒星宇提到比较多的词。
“我们没有周末这种说法，尤其是农忙时
间，上下班的时间都不能固定。”他记得，
有一段时间正好需要无人机集中打药，
小伙伴们凌晨4点就要起床，一直忙到
晚上七八点才结束，每天工作14个小时
是常态。

有农忙时间，自然也有农闲时间。
舒星宇说，一年当中，1月、2月和8月底、
10月底都是农闲时间，团队成员基本上
就没事了。“我们也没有考勤的说法，农
闲期间就休息，团队成员会陆续在这个
时间段休年假。”

在舒星宇看来，农业的出路在于全
程机械化，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
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道路。对于这个年
轻团队的未来发展，他有着更深层次的
思考。

舒星宇告诉记者，以种植小麦和水
稻为例，当前一亩地的利润在2600元
左右，在产值产量上，传统农业已经达
到了天花板。如何进一步降低种植成
本、提高效率，是所有人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

“我们既要有扎实的传统农业理论
知识基础，同时也要不断接触并学习使
用新型农业机器设备。”舒星宇说，只有
不断学习新业态、新模式、新科技，团队
才能真正意义上成长起来。

承上启下
推动传统农业创新升级

即使现在，很多人对农业职业经理
人这份工作依旧有着刻板印象。“大家
认为搞农业很苦，提到种田，脑海中还
是下意识地浮现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形象，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舒星宇说。

每一个行业都需要年轻血液的注
入，现代农业也不例外，要种好粮，规模
化种植必须靠农业科技，在这当中，年轻
人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

开门见山，推窗见绿，这样的场景逐
渐在农村铺开。生态好、环境优、政策
足，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
业。像舒星宇这样年轻的农业职业经理
人，近年来在崇州不断涌现。

经过3年时间的积累，农机合作社
的客户已经发展到100多家，服务农田
面积4万余亩，本地主要覆盖崇州三江、
大划、江源三个乡镇，外地服务则有雅
安、凉山州等地。舒星宇告诉记者，未来
两到三年，他想把崇州的标准化作业模
式扩展到省外其他地方。

近年来，崇州市通过层级遴选的方
式，把有志于经营农业的大学毕业生、返
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作为主要培养对
象，使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育工作制度化、
常态化。

“作为新一代的农业职业经理人，我
们更多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舒星
宇说，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科技来赋
能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借助新质生产力
推动传统农业创新升级，这是像他这样
的年轻人需要做的。

“未来，我们团队将继续加大力度，
优化作业标准，引进先进的智慧化现代
化农机设备，进一步推动现代化农业种
植发展。”舒星宇表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刘雨薇 摄影报道

团队成员操作植保无人机。受访者供图

舒星宇在田间查看小麦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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