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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礼貌正在猕猴桃园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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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正值猕猴桃春季管理的关
键时期， 这几天居住在岚皋县城的蔡礼
貌， 每天都要驾车前往 30 公里外的石门
镇双丰村，跟着在猕园、茶园务工的村民
一起锄草施肥。

“现在天气变暖， 猕猴桃的根系已经
萌动， 萌芽所需的营养来自树体积累，抓
紧施肥才能促进树体萌芽与开花一致，提
高坐果率。 ”3 月 11 日，蔡礼貌如同往日
一样，来到地头一边和大伙干着手上的活
路，一边把猕猴桃的春管知识讲得头头是
道。

从一名建筑行业的工程师，变身成为
和土地打交道的家庭农场主，先是流转土
地种植猕猴桃，再到养猪兴茶，蔡礼貌“跨
界”转型，让周围很多人匪夷所思；他一连
砍出的三板斧，又令人刮目相看。

蔡礼貌是一名标准的理工科男。2006
年， 他从陕西理工学院建筑学专业毕业
后，就被西安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九项目部
招录，专门从事建筑设计的工作，环境舒
适，薪资优渥。

既然已走出大山，又缘何重新回到大
山，这还得从母亲的一场生病说起。

2008 年，蔡母生病到西安检查身体，
晚上蔡礼貌陪母亲看电视打发时间，而电
视剧中一句“子欲孝而亲不待”的台词，直
接击中了他的内心。 思存了几日，他向公
司递交了辞呈。

回到岚皋后， 为了便于照顾母亲，蔡
礼貌便到岚皋县住建局下属建筑设计室
工作，几年间他参与全县大部分搬迁安置
小区的设计。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同事陈
铭，交往中他们成了一对志趣相投的好朋
友。

陈铭是周至县人，周至是中国猕猴桃
之乡 ， 中国 60%猕猴桃鲜果产自周至 ，
80%的猕猴桃果干产自周至。 而陈铭的哥
哥也是一位猕猴桃种植产业大户。

一次，陈铭前往石门镇移民安置小区
进行前期工程地质勘察，回来后他对双丰
村优越的生态环境赞不绝口，认为此地山
好水好，土壤纯净度，且富含硒元素，是猕

猴桃仿野生栽培理想之地。陈铭对蔡礼貌
说出了想在此流转土地种植猕猴桃的想
法，动员他也租地跟着自己一起干，承诺
让家里种植猕猴桃的哥哥过来担任技术
指导，保证这个产业能挣钱。 蔡礼貌的心
被说热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作出决定后，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蔡
礼貌，毕竟放弃稳定的工作不干，搞种植
要承担一定风险， 弄不好就会功亏一篑，
甚至赔个底朝天。

“家里的地你都很少种， 还想去种猕
猴桃。”土地还未流转，蔡礼貌就被母亲浇
了盆冷水。 他回答：“正因为没干过，才值
得去试一试嘛！ 万一成功既能自己致富，
又能带动村民增收，何乐而不为呢？”软磨
硬泡下， 母亲勉强同意了蔡礼貌流转土
地。

刚做通母亲的工作，又遭到妻子的反
对：“这种产业周期长，投资大，就安安稳
稳上班别瞎折腾了！”面对妻子劝阻，蔡礼
貌沉下心来，一连几天反复沟通，最终说
服了她。

2019 年 3 月， 蔡礼貌成立岚皋县励
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镇村干部的支持
协调下， 投资 150 万元流转土地 100 亩，
雇请挖掘机在野草满坡的地里开荒，种下
2 万多株“翠香”品种的猕猴桃幼苗，自此
他从当起“职业农民”，在宁静的山村里，
开启了逐梦之旅。

蔡礼貌的猕猴桃果苗栽下地不久，就
遭遇到了一场“倒春寒”，他连忙组织村民
50 多人进园逐个套袋防寒， 好在措施及
时，果苗这才有惊无险存活下来。

有了这 100 亩猕猴桃园的支撑，接下
来蔡礼貌在地里套种玉米，兼顾养殖中华
蜂 300 多箱。 到了下半年，看到市场猪价
上扬的走势， 蔡礼貌再投资 150 万元，建
起了一座占地 6 亩的标准化养猪场，喂养
本地土猪 100 多头，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
农场主。

到了第二年，蔡礼貌的这种“冒进”行
为，竟然与岚皋县抢抓全省猕猴桃“东扩
南移”发展机遇，将猕猴桃作为全县主导

特色产业发展思路不谋而合。
这一年县委、县政府出台特色产业奖

补政策，双丰村 5 万元招商奖补资金的兑
现，让蔡礼貌发展的信心大增，他接连扩
大投资， 一口气将猕猴桃园区拓展到了
518 亩， 还流转山坡地种植陕茶壹号茶
树， 建起 300 亩标准化高山有机茶园；同
时还投资了 60 万元建起了酿酒坊， 从四
川请来酿酒师傅，年酿玉米酒 1500 公斤，
走上了一条收获玉米酿酒、 酒糟喂猪、猪
粪还田的立体有机循环发展之路。

2023 年，干劲十足的蔡礼貌再投 150
万元， 成立了岚皋县盘河茶业有限公司，
提前建起了 600 平方米标准化茶叶加工
厂，送检的绿茶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认
证，“双丰绿蚨”商标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

认证。
目前，蔡礼貌公司采用“公司＋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签订固定工人 22 人，
季节性用工 50 余人，年支付工人工资 80
余万元。

蔡礼貌介绍说， 自家养的土猪肉，除
了一部分销售给本地固定的客户外，其余
的烘制成腊肉，网上销到了西安、常州等
地，基本不愁卖；今年茶园春茶采摘，预计
能制茶 200 多斤， 出售新茶收入 30 万元
左右。

“基地里最早种植的 100 亩猕猴桃，
今年就会迎来大面积挂果， 到了 9 月，就
能开园出售，眼下只要管护好，相信一定
会有个好收成。 ”蔡礼貌信心满满。

近日， 我随家人来到家乡石泉县的草池湾
朱鹮小村游玩。 本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网红”
小村，但经过了解后，才真正感受到这里的独特
魅力。

这座自然古村落已有百余年历史， 群山环
抱、气候宜人，吸引了国宝朱鹮在此落户，故又
名“朱鹮小村”。朱鹮是这座小村的明星 IP。不管
是在村庄入口、田间地头，还是在停车场、农产
品陈列室，随处可见朱鹮的卡通 IP 形象，为清
新的田园风光增添了一抹童趣色彩。 在稻田里
漫步时，时不时看见朱鹮飞过的身影。 在朱鹮栖
息的稻田和山林， 设置有游客步行区和游客禁
行区，以保护朱鹮的生活空间不受打扰。 游人三
三两两在田间散步， 朱鹮在水田里捕食泥鳅和
黄鳝， 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令人心生向
往。

朱鹮小村配套设施齐全。 公共洗手间、停车
场、环村公路一应俱全，各种融合乡土特色的木
质建筑， 与青山绿水间相映成趣。 在朱鹮咖啡
店，游人可以静下来细品一杯卡布奇诺；春耕餐
厅里，现磨豆浆唤醒了人的朴素味觉；观鸟茶室
中，可以一边喝茶一边观赏朱鹮。 一座白墙绿窗
的建筑静静伫立在湖边，淡雅庄重，与周围的环
境融为一体，这是“自然之家”民宿。 游客们穿过
林间小路，在湖畔露营区晒着太阳，享受着和大
自然亲近的时光。

据了解， 草池湾田园综合体总占地 928.5
亩，总建筑面积 9680 平方米，项目已完成投资
1000 余万元。项目建设得到了当地县委、县政府
的高度重视，并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支持。 为确
保朱鹮在稻田里觅食安全， 朱鹮小村保留着不
施化肥的传统耕作方式， 由此衍生出另一种产
品———有机稻米。 虽然价格比市面上的普通大
米价格高，但仍然广受消费者喜爱。 朱鹮小村还
面向城市家庭开展了研学活动，在“田间课堂”，
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观察朱鹮的生活习性， 并参
与捡板栗、做竹哨、山林徒步等活动。 咖啡师、瑜
伽师、乡村运营专业团队……“新村民”在这里
汇聚，城乡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在这里有了
具象的注脚。

朱鹮小村的建设对于乡村振兴工作者有何
启示？

首先，要注重生态效益的转换。 在陕南，以
朱鹮小村为代表的很多村庄都有着显著的生态
优势，如何逐“绿”而行、点“绿”成金，将绿水青
山“好颜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好价值，是值得
思考的课题。 从表面上看，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似乎有所矛盾，但从深层次剖析，自然资源
就是一种财富，保护好、利用好自然资源就是积
累财富、发展经济。

其次， 要注重发掘独特的乡村文化。 有时
候，个别镇村的建设似乎陷入一种误区，认为发
展乡村旅游就是人工“造景”，于是盲目铺摊子、
上项目。 而朱鹮小村带给人的启示是，乡村旅游
应赋予城市游客生活方式和态度理念的转变，
这是传统农耕文化带给漂泊游子的归属感，是
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给予城市游客的心灵慰藉。要善于为乡村“塑形”，更
要“铸魂”，发掘、利用好乡村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这才是村庄在乡
村旅游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最后，要注重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在朱
鹮小村，我们欣喜地看到，这里既有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也有扎根乡
村的“新村民”。要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要依靠建强村党
组织干部队伍、培育本土人才，也要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吸引外来能
人。将人才留在乡村搞建设不仅仅只靠情怀，还要有真金白银的政策支
撑，使他们在乡村同样能够感受到劳有所得的获得感。 只有这样，才能
行稳致远，真正将人才“软实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强动力”。

3 月 10 日，走进白河县冷水
镇兴隆村二凤山生态养鸡农民专
业合作社养殖基地内， 只见成群
的五黑鸡在林间来回奔跑。

“我们的生态鸡喝的山泉水，
食的是粮食和林地里的草叶、昆
虫，出栏的鸡肉肉质细腻，口感鲜
嫩。 鸡排出的粪便则为树木生长
提供丰富的养料，园养禽、禽养树
的绿色循环种养模式有效减少了
成本。去年我就卖了 1 万多只，主
要是销往四川、重庆和县城周边，
今年计划再养 2 万多只。”养殖基
地负责人皮国军一边忙着给鸡喂
食，一边检查幼鸡生长情况，高兴
地说着。

皮国军的林下养鸡场仅仅是
冷水镇发展产业经济， 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缩影。 近
年来，冷水镇立足资源禀赋，因地
制宜、精准施策，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产业。截至目前，冷水镇培育市
县镇级三级种养殖产业园区 27
家，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60 家。

眼下正值土豆播种时节，走
进冷水镇中皇村， 村民们正在农
田地里忙着翻土、整地、施肥、起

垄， 覆膜……忙碌的身影在阳光
的照耀下格外的耀眼。

“我在家要照顾孩子，出不了
远门，知道周总这儿需要人，我就
来了，去年我挣了几千块钱。今年
我又把我的姐妹也带来一起，就
近务工，既照顾了家庭，又能补贴
家用。”干活的王姐满脸笑意地说
着。

王姐口中的“周总”就是乡贤
能人周耀正， 他带领訞农公司先
后改造老茶园 300 亩、 新建茶园
1000 亩、 种植玉米大豆 500 亩、
马铃薯 300 亩， 建标准化厂房和
办公楼等设施， 并购进茶叶技工
生产线，带动周边 50 余户群众就
近就业， 周边群众年人均增收 1
万元左右。今年还新建了鱼塘，打
算发展养殖业，预计出售 20 万尾
鱼左右。

以村作“纸”，以产为“笔”，乡
村成“画”。 冷水镇在稳定传统产
业的基础上， 继续扩大传统产业
的规模，通过新技术推广、新模式
种植，多渠道、多形式、多类型促
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农
业强镇，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力量。

从工程师到“农场主”
通讯员 张天兵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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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记者 13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11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工作的通知》，通过开展第二批
试点工作， 探索不同区域条件
下数字乡村发展路径和方法 ，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要求， 建立健全跨部
门协调机制和跨层级联动机
制， 做好数字乡村建设整体规
划设计， 整合用好相关支持政
策和现有资源， 以责任落实推
动工作落实、政策落实。 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 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 培育数字乡村发展良
好生态，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
资金流、人才流，探索形成社会

多元共建新局面。
同时， 围绕农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加快
制度 、机制 、模式和技术创新 ，
积极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 ，不
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 、幸
福感、安全感。 立足本地发展实
际， 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模式
做法 ，不搞一刀切 、齐步走 ，杜
绝“形象工程”，久久为功、有力
有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通知明确， 到 2026 年底，
试点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 乡村信息化发展基础
更加夯实 ，城乡 “数字鸿沟 ”加
快弥合， 涉农数据资源实现共
享互通， 乡村数字化应用场景
持续涌现，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
富裕作用凸显， 乡村振兴内生
动力不断增强。

11部门部署第二批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

皮皮国国军军给给鸡鸡喂喂食食

3 月 12 日，在安康市汉滨区阳晨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温室大棚内，员工正在为已经结花的圣女果苗固
定附绳绑蔓，确保小苗直立生长。

据介绍，绑蔓作业是为了给圣女果苗一个向上生长
的支撑，圣女果苗高度会长到 5 至 7 米，每摘 1 至 2 层
果，就要落蔓。 这样的种植方式有效增加了空间面积。

目前，大棚内主要种植由荷兰、日本进口的 6 种圣
女果品种。 其中更有特色的品种是草莓圣女果、黄丸圣
女果。 草莓圣女果的外观与一般圣女果不同，由此得名。
而黄丸圣女果的糖度可以达到 11.5，比一般圣女果甜度
高。 预计这一批圣女果将于 4 月下旬上市。

“空气温度 15℃，湿度 59%。光照强度 41LX。农资结
余量 22KG。 ”通过显示屏即可实时观测智能温控大棚里
的农作物生长环境、农资消耗数据。

“温控大棚实现数控化以后， 可以通过智能化分析
控制大棚的温度、湿度。 水肥灌溉后，多余的水肥会回到
回液池，通过电脑检测水肥中各元素含量，自动补充达
到预订值再进行灌溉，这样极大提升水肥利用率，基本
实现零浪费。 目前，还可以识别十几种病虫害，实现病虫
害自动化处理。 ”阳晨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吴克
元说。

吴克元介绍，智能温控大棚采用物联网技术，通过
计算机终端向管理者及时推送监测信息，实现大棚远程
智能管控。 通过水肥、温控、病虫害防治的自动化管控，
保证了大棚内温度在 15℃—30℃之间，确保环境最适宜
圣女果生长，通过精细化管理，为圣女果的高产、优质、
安全创造条件。

“近年来， 江北街道大力推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围绕农业园区各类农业主体的春耕生产，强化“菜
篮子”产品供给，着力抓好春耕农业生产。 ”江北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周修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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