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农业生产用上了什么新科技，农村环境有了什么新变化，农
民生活多了哪些新盼头……近期，记者分赴湖南、浙江、河南采
访调研，深入探寻各地在推进“三农”工作和乡村全面振兴建设
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感受当地在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展现出的民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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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多了“科技范儿”

在广袤的东北平原，大型农机
具一字排开作业，早已不是什么新
鲜景象。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地
形复杂多样，三大主粮作物之一的
水稻，有很大一部分分布于南方山
地丘陵地区，水田农业机械化率特
别是水稻耕作机械化率不高，一度
阻碍了农业高质量发展。

这样的旧时印象正在被打破。
纯电智能无人驾驶拖拉机、智

能自序抛秧机、搭载式收获打捆一
体机、智控强火焰田间管理机、油
电混合碎草机、再生稻收获机……
多种多样针对水稻种植的现代农
机具，已出现在湖南等南方丘陵山
区水田。

“作为水稻种植大省，湖南在
水稻农机具研发上可谓不遗余
力。”湖南省农业装备研究所所长
李明研究员话里透着自豪，“我们
研制的现代农机具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尽可能小型化，不仅可以有效
降低农机具的压苗率伤苗率，更能
适应丘陵山区水田种植的特点。”

有了现代农机具还远远不够，
智能化发展已成为农业装备制造
的新发展目标。“你好小拖”，随着
一声口令下达，智能无人驾驶拖拉
机随即启动……

水稻种植有了智能农机，渔业
养殖有了“空中侦探机”。

走在浙江省遂昌县湖山乡的
仙侠湖边，记者看到一个神秘而
高效的“守护者”正在执行巡检任
务——它不是巡检员，也不是普通
机械设备，而是三架如“空中侦
探”般的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是仙侠湖立体水
域智能化巡检系统的核心装备。
乱扔垃圾、违规钓鱼、水面违建等，
都逃不过它们的“眼睛”。传统水
域、路面人工巡检通常需要半天才
能完成的任务，无人机仅需5到8
分钟。

渔业一直是湖山乡农户增收
致富的重要途径，仙侠湖等周边水
系环境和生态，直接关乎他们的养
殖质量。“有了无人机时刻‘盯着’，
仙侠湖的水质这些年好了很多，我
们也跟着受益，养殖的鱼肉质鲜
美，捕捞前就被预订光啦。”一名养
殖户告诉记者。

卖得更好的，还有河南的西峡
香菇。

走进西峡县重阳镇一家农业
生物科技公司，只见6座恒温净化
养菌棚一字排开，棚体是15厘米厚
的净化保温板，棚内搭建双层网格

培养架，利用冷暖空调、双网双膜
系统控制温湿度……这些高科技
菌棚不简单，可一次性培养菌棒
136.8万棒，比传统大棚养菌提高
产量30%以上。

“这里没有冬菇、夏菇之分，全
年都可以出菇。”工作人员介绍，给
香菇装上了“智能管家”后，在手机
上就能对菌棚的温度、湿度、通风、
日照等关键因素进行实时调节，出
菇产量、质量大幅提升。

科技的加持，不仅提升了生产
效率和质量，还大大减轻了工人的
劳动负担。“现在接种、装袋都是机
械化作业，比以前轻松多了。”该公
司员工张俊玉对记者说，“现在我
们一年四季都有活干，再也不用出
门打工了。”

好生态旺了人气旺产业

“游客多的时候，我就在村里
卖点小吃，挣点钱补贴家用。”提起
生态治理之后发展文旅产业的利
好，河南省嵩县陆浑镇牛寨村村民
杨盘安脸上漾起了笑意。

牛寨村位于陆浑湖畔，是当年
修建水库时的移民村，耕地人均二
分，林地人均三分。曾经，村里没
有产业，村民除了打工，只能望

“湖”兴叹。
能不能拿这片湖做文章？
说干就干。牛寨村围绕“融

湖”发展思路，开展了大规模的环
境提升工程：拆违建，整改脏乱差，
在村庄各处精心布置矮秆月季花
海、油菜花田、油葵花海等大地景
观；邀请本地画师创作牡丹画等墙
体手绘，既增强村子的文化氛围，
又能为游客带来新体验；流转46间
闲置房屋、老厂房，搞起了民宿、茶
饮店……生态好了，村庄美了，游
客纷至沓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
对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干览镇新
建村村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走进新建村，青砖黛瓦、艺术
长廊、蒸汽火车……无处不在的艺
术气息，与大自然美景相互碰撞，
令人耳目一新。水库堤坝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个大字在
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村里所有的开发项目都瞄准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向来谋划。”
村党总支书记余金红介绍，新建
村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为引领，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乡
村旅游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海
岛地区美丽经济新路径，还入选
了联合国人居署“净零碳”乡村规
划中国案例。

在湖南省桃江县，记者看到了
好生态带来的不一样的变化。

冬日里的桃江县，漫山遍野的
竹林仍带着些许绿意。桃江县的
楠竹蓄积量居湖南第一位、全国第
三位。这些年来，随着生态越来越
好，楠竹的产量和品质也越来越
好，与竹子相关的产品也越来越紧
俏。竹笋可食，竹子可用于编织、
制作砧板和家具等，但在桃江，竹
子还有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竹行业和养猪业息息相关
呢。”当地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竹子中能提取竹叶
黄酮和竹纤粉，给猪饲料中加入从
竹子中提取的纤维粉，具有抗菌抗
炎功能。“我们正在研究以竹提取
物替代化药抗菌药物，来创新无抗
生素的养殖方式。”

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位于桃江
县马迹塘镇笋竹产业园，与竹笋食
品加工厂区只有一墙之隔。“从竹
笋食用加工、竹子多类型加工，到
竹子剩余物提取饲料添加剂，竹产

业园形成了良性循环流动。”上述
负责人说，“竹子生物提取的原材
料是竹子剩余物，这意味着竹资源
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生态利用。”

乡村生活越来越有味道

锣鼓喧天，唢呐激昂……循着
一阵热闹的乐声，记者来到河南嵩
县旧县镇西店村文化广场。只见
一位身着戏服的壮汉背着一个特
制架子，架子上的男孩扮作俏皮可
爱的哪吒，手持火尖枪，好不威风。

“这是什么表演？”记者好奇。
“背装！可有年头了，现在演

的是《哪吒闹海》呢。”围观群众里
一位热心大娘向记者介绍，“还有
《穆桂英下山》《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都是我们旧县背装的经典
剧目。”

旧县背装，是当地一项古老而
独特的社火表演形式，融合舞蹈、
彩塑、彩绘、杂技、器乐等多种艺
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让
这老技艺焕发新活力？近年来，村
里组建了背装表演艺术团，不仅传
承技艺，还创新编排。村民积极踊
跃，艺术团很快发展到150余人，
还带动500余人参与。

“精彩的背装表演，让村民的
生活更热闹，带动了村里文旅产业
发展，还推动了移风易俗和乡风文
明建设。”村干部告诉记者。

村里有戏，还有时尚。品一杯
醇香的咖啡，拍一组心仪的汉服
秀，葫芦烙画馆里老板娘忙着教客
人烫印，缑城书院内孩子们在体验
活字印刷文化……尽管下着小雨，
但浙江省宁海县南阳福园的游客
仍然不少。

宁海县大佳何镇南阳村以闲
置土地置换、废旧老宅再利用等方

式，结合本地特色人文风景，打造
了乡村创客孵化平台——南阳福
园。平台孵化出网红茶舍、公益研
学等，让南阳村成了“文化大院”。
在宁海，这样的乡村“文化大院”有
8个。

还有的乡村，玩起了音乐。浙
江省浦江县新光村将乡村音乐与
乡村旅游相结合，创建乡村音乐品
牌。新光村本地乐队“廿玖间里”，
成为一张亮丽名片。“一边晒太阳
一边喝着茶，在体验慢生活的同
时，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音乐。”音
乐创客黄梅自2018年起扎根新光
村，用音乐描绘乡村风貌，用歌声
为乡村注入活力。

在湖南省安化县龙塘镇沙田
溪村，记者看到的是另一番文化
味。漫步村间小路，干净整洁的自
建房错落有致地分布于雾气缭绕
的竹林边上。仔细观察每户民居
大门，门两侧都有一副木雕对联。

“化民易俗柳暗花明 润物和声
目酣神醉”“良施好政策家富人和
岁月甜 建设新农村路通业旺田园
美”“富民兴家能工巧手勤打量 砌
砖盖瓦钢筋混土细浇注”……朴实
的话语处处流露出村民们的真情
实感，成为该村独有的文化景观。

田溪村是清末书法家黄自元
的故里。“我们充分挖掘和利用这
一文化资源，在村里建设了黄自元
书法陈列馆，同时不断完善文化设
施，为村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场
所。”村支书黄勇华介绍，通过发展
文旅经济，探索打造黄自元书法
村，带动了书法研学、民宿餐饮等
新业态发展。

村村不同景，人人面貌新。不
一样的乡村图景显示的，是农村天
地广阔、农村大有可为。

据《光明日报》

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多地奋发有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

位于浙江舟山市普陀区的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黄
杨尖村。 新华社发

小天鹅在湖南岳阳市东古湖湿地上空飞翔。近年来，该地实施退耕
还湿等工程，吸引越来越多候鸟来此越冬栖息。 曹正平摄/光明图片

在河南汝阳县三屯镇东保村“稻田小镇”，游客乘坐小火车
在稻田旅游观光。 新华社发

浙江兰溪市游埠古镇，游客在
手工制品店挑选商品。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