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马李子柒”，这是泸州市龙马潭
区特兴街道走马村村民对周晓庆的昵
称。2023年，这个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
的“90后”研究生回到家乡走马村创业，
接手当地一家农场，将一片400亩的荒地
变成了“金山”。2024年，她的农场吸引
游客近8万人次。

3月1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探访粟子农场，了解周晓庆从研究生
变身农场主背后的故事。

研究生返乡当农场主

从泸州城区驾车出发，20多分钟就
到达走马村粟子农场，干净宽阔的柏油
路穿村而过。

初春的暖阳里，个子娇小、一身汉服
的周晓庆穿梭在农场，乍一看，很难将眼
前这个姑娘与“新农人”的身份联系起
来，但细看她稍显粗糙的双手，一切又显
得合理起来。

趁着晴好天气，在农场入口处，几名
工人正忙着翻土种植向日葵。按照周晓
庆的计划，夏天向日葵开花后，农场游客
的“出片率”会更高。

“我们农场一年四季都可采摘水
果。”从柑橘到葡萄、草莓、柚子、蓝莓、桃
子、桑葚……周晓庆一口气说了近20种
水果。她介绍，农场走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路子，在果蔬粮油种销的基础上，延伸

了周末经济、认领农业、研学、非遗体验、
企业拓展团建等特色旅游项目，仅一年
多，带动当地农民就业超百人，带动周边企
业、种植户以及其他村民增收近百万元。

“2024年，粟子农场吸引游客近8万
人次。”这对于2023年夏天才接手的周晓
庆而言并不容易，她也更加坚信，乡村的
土地上大有可为。

事实上，在返乡创业之前，周晓庆已
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农业博主。2022年，
她在走马村拍摄短视频时，看到家乡农
业基础较好，但有近400亩地被荒废，让
她感到惋惜。

彼时，她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
生。回校后，家乡的模样始终萦绕在她
的脑海。她开始查资料、实地考察、做方
案、和导师交流……前后一年多，周晓庆
在北京和泸州间往返数次。2023年6月
研究生毕业后，周晓庆回到家乡，开始了

与这片土地的另一种缘分。

短时间内带领农场持续盈利

“这片地以前也是个农游园，因经营
不善荒废了很多年。”2023年6月，周晓庆
正式接手农场。

第一个难题随即就来了：农场里刚
结果的4万多斤葡萄怎么卖？卖给谁？

“以前的销售方式肯定行不通，也卖不起
价。”周晓庆发挥短视频博主的优势，拍
摄了众多视频，吸引不少游客打卡采摘，
成功解决了销售问题。然后她又抓住时
机，开始换种口感更好的葡萄品种，从以
前的两三个品种发展到10多个。2024
年夏天，打卡葡萄长廊的游客比前一年
更多。农场还适时推出田园摄影项目，
为游客拍出了不少“出片”内容。

致富的好点子，一个接一个。
2024年，砂糖橘市场低迷，批发价最

高才1.2元。周晓庆调整策略，从电商到

周末经济（亲子娱乐采摘）到企业团建，从
农耕研学到认领农业、共享菜园等，多管
齐下，最终1.5万斤砂糖橘以均价15元全
部出售，比先前多挣了20余万元。

村主任眼中的“六边形战士”

今年3月5日，粟子农场迎来了2025年
新春首次研学课堂。周晓庆耐心给孩子
们讲解非遗拓印，随风飘起的彩色布料，
让孩子们仿佛置身于美轮美奂的织布坊。

这已经是当天接待的第三个团队，
但她依然精神饱满。周晓庆说，能借此
机会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是她毅然返
乡创业的初心所在，也是她渴望与更多
人分享的宝贵财富。

研学是粟子农场的重点项目之一。
周晓庆和团队自学糖葫芦制作、扎染、拓
印、掐丝珐琅、蚕丝扇、点翠、烧蓝等新花
样，其中不乏众多非遗体验项目，不仅让
小朋友们兴趣满满，“大朋友们”也颇为
喜欢。今春开学，已经有多个学校与农
场签约，将其作为研学基地，“3月到4月
的研学日程都已经排满了。”周晓庆说。

“她刚来的时候，瘦瘦小小、白白净
净，哪像会搞农业的样子。”走马村党
委书记、村主任程莉瑶笑着说，但现在
她是真的佩服周晓庆，“晓庆就是活脱
脱的‘走马李子柒’嘛，一个‘六边形女
战士’。”在程莉眼中，从种植到宣传、拍
摄、扎染、拓印……能想到的新潮流，周
晓庆都会，不会的，她都能学。

返乡一年多时间，周晓庆成为了“我
们村的年轻人”领头雁培养计划省级人
才库成员、共青团四川省委“we来·合伙
人”计划的100名合伙人之一，完成了从
一名学生到“三农”领域青年创业者典范
的华丽蜕变。
汪静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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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政法大学研究生返乡创业

泸州“走马李子柒”的农场年吸引游客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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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梦鑫正在操作植保无人机。杨博 摄

一年之计在于春。3月进入春耕期，广
袤的天府良田又忙碌起来。“嗡嗡嗡……”
3月12日，在螺旋桨急促的转动声中，一
架植保无人机从成都大邑县现代农业
（粮食产业）园区掠过，拉出的一道道喷
雾稳稳洒落在麦田里。田埂上，被村民
称为“开飞机种田”的周梦鑫、孙钟驰夫
妇正手持操控器，时刻关注着无人机的
飞行状况。

“科技真的改变了种田方式！”29岁
的周梦鑫熟练地收回无人机。她说，以
前村民都是背着喷雾器人工喷洒农药，
现在植保无人机一天可以喷洒700亩，
效率大大提升了。

如今，周边村子和合作社都慕名而
来，找这对无人机“飞手”夫妻帮忙。“能
得到乡亲们认可，还能在家乡实现价值，
这就是我们选择回村发展的初衷。”妻子
周梦鑫说。

从人工喷洒到无人机作业
效率提升不止十倍

3月1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走进周梦鑫夫妇位于大邑的合作社，
两人正在搬运无人机。“这台机器有几十
斤重，需要两个人抬，如果装上农药就
100多斤了。”

“3月初是小麦黄锈病、白粉病等病
虫害防治期，需要及时打农药，每年这个
时候都很忙。”周梦鑫说，这几天他们正在
整备、检查无人机，3月下旬就进入小麦

的抽穗期，这也是决定一年产量的关键
期，需要喷药保证小麦正常抽穗。

每次有飞行任务的前一天，夫妻俩会
提前踩点，去看看是否有电线、树木等障碍，
规划好作业行程。第二天早晨8点就到田
边，再次检查飞机的扇叶、电池等情况，同时
兑农药，一切就绪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们两人操作无人机一天可以作
业 700 亩农田，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
的。”孙钟驰感叹科技带来的巨大改变。
以前两个人背着喷雾器洒农药，一天最
多洒40亩地，而现在一个人操作一台植
保无人机，一个人做后勤补给，一天可以
作业400亩到450亩地，效率是原来的
十倍。而且植保无人机洒农药不仅高效
而且均匀，“它们有轨迹航线，不像人工
可能会出现重复喷药或者漏喷等情况。”

看中植保无人机前景
夫妻俩转行当“新农人”

今年，是夫妻俩进入植保无人机行业
的第三年。回村之前，周梦鑫在大邑县安
仁镇开了一家餐厅，孙钟驰则在外地打
工。为何决定回到农村？周梦鑫坦言，她
平时既要经营餐厅生意，还要带小孩，有
点分身乏术；孙钟驰长期在外地，也希望
能多陪陪家里人。后来从朋友处听说植
保无人机行业前景很不错，而且很缺“飞
手”。最终，夫妻俩决定一起转行。

操作无人机需要培训，周梦鑫颇有天
赋，两天完成培训，第3天就拿到证件。

“毕业出师后，家里第一台无人机就是买
给我的，后来也给老公配备了一台相同型
号的。他开始学习操作时非常小心，飞得

也很慢，我看得都着急。”周梦鑫笑言。
生活中是夫妻，工作上是默契、互补

的好搭档。知道丈夫的腰不好，在给无人
机装配农药时，周梦鑫会主动承担；无人机
作业时，孙钟驰则会选择地形复杂、走动
更多的田地，把平坦的地块分配给妻子。

计划扩大团队
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农村

目前，周梦鑫所在的合作社有7000
亩田，团队里除了她和丈夫两名飞手，还
有2名后勤人员，总共配备了4台无人机。

“团队协作很重要，协作得当可以大
大提高工作效率。”周梦鑫介绍，在作业时，
由于载重量有限，无人机需要频繁往返补
给点更换电池和农药，团队成员都配备了
对讲机，补给点完成补给后，飞手收到信号
第一时间起飞无人机，极大节省了时间。

作为一名农业职业经理人，除了操
作农机，还得学习田间管理等知识，成为
全面复合型人才。

虽然近期很忙，孙钟驰每周还是会
抽时间到合作社学习田间管理知识，比
如即将派上用场的小麦前期病虫害防治
策略等，同时忙里偷闲学习驾驶其他大
型农机。

对于未来，夫妻俩充满了信心，“未
来准备扩大团队，购入更多无人机，农村
发展越来越好，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
农村。”孙钟驰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博

成都“90后”夫妻回村当无人机“飞手”
“能在家乡实现价值，就是我们回村发展的初衷”

周晓庆在农场查看果树修剪情况。徐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