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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90后“新农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祁晓娟

他们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挥洒青春
种植梦想——

他们是 90 后新农人。他们
有知识、有文化，内心饱含乡土
情怀。

返乡、创业，成为他们大学
毕业后做的人生重大决定。他们
经历过波折，遇到过困难，但在
农村广阔天地里，科技种田、直
播带货，让青春焕发出不一样的
光彩。

不怕失败向前走

滕金鹏，1990年出生，是渤
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人。

刚刚经历了一年中最忙的
一个月——冬枣收获季，滕金鹏
长舒了一口气。

“每天在地头盯收货、盯分
拣、盯发货，还要联系冬枣的销
售渠道。”这一个月里，他吃住在
车上，连家都没时间回。

今年，冬枣的收成不错，让
滕金鹏非常高兴。他联系了各地
大型商超给冬枣找出路，还在网
络上搞起了社区团购和直播带
货。今年的冬枣销量达到 40万
公斤。

“这个年轻人有头脑。”周围
人这么评价他。

2009 年，滕金鹏高考后毫
不犹豫填报了沈阳农业大学农
业经济管理专业。他把家乡的冬
枣带到大学，同学们惊叹从没吃
过这么好吃的冬枣。

滕金鹏说，虽然村里家家户
户种冬枣，但是这些冬枣却卖不
出好价钱。

2010 年，读大一的滕金鹏
利用暑期时间，建立了本村第
一个农业合作社，邀请枣农入
社。

这个小伙子行不行？大家都
有疑问。

“行不行，试试再说。”滕金
鹏利用课余时间开始走南闯北
跑业务。一些商人看他是一个
年轻人，有点儿不信任。他有一
股韧劲，软磨硬泡，渐渐有了客
户。

2013年，滕金鹏毕业了，爱
闯爱拼的滕金鹏没有去大城市，
选择在家乡尝试稻田河蟹立体
养殖。遗憾的是，这次尝试失败
了。

“咱年轻人不怕失败。”滕金
鹏最终决定仍在冬枣上“做文
章”。他一边和技术团队探讨深
加工事宜，一边不停奔赴全国各
地推广冬枣，整合资源。现如今，
滕金鹏把新鲜的黄骅冬枣，发往
北京、上海、深圳、大连等全国各
大城市，让“黄骅冬枣”在各大超
市、水果店、生鲜连锁店等“精彩
亮相”。

她家种地用
“北斗”

张宸，1992年出生，沧县兴
济镇赵庄子村人，曾获评全国乡
村振兴青年先锋、河北省巾帼新
农人。

她常被人称作“北斗女孩”，
只因她是沧州第一个用“北斗”
种地的农民。

近日，在沧县宸福家庭农场
里，一台大型收割机正在地里忙
着收割玉米。

“我们在霜降前后完成了几
千亩地的收获和播种工作。”今
年的玉米收成很好，张宸的心情
也格外明媚。

这几天，她在田间地头指导
着负责收割和播种的拖拉机手
如何操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自动驾驶设备。“只要设定好路
线，操作并不复杂。”

“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就
是快。”张宸说，她在科技种地
上带了头，其他种植户看到无
人驾驶的农机之后，不禁发出
了感叹。

张宸的父亲张文国是市级
龙头企业经营者，从 2011 年起
转型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
经营。

2013 年，从河北农业大学
毕业的张宸，放弃了在大城市就
业的想法，回到家乡跟父亲一起
做起了农活。

一台机器安装“北斗”的成
本是 6万元，一开始张宸的父亲
不同意。

“年轻就要敢于尝试新鲜事
物。”张宸认为，随着农民种地成
本增加和土地收益降低，规模化
经营、科技化种植才能发展得更

好。
2018 年，张宸就在地里开

始实验，为合作社的部分拖拉
机、播种机等安装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

拖拉机的“头顶”上长着长
长的电线，工作人员提前把土地
面积、播种深度等数据输入到电
脑中，拖拉机通过无线设备接收
指令。

看到用“北斗”种地省时、省
力、省人工，张宸的父亲也同意
了。现如今，他们无人驾驶的拖
拉机由原来的 22 台增加到 28
台。

高科技为传统农业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靠着规模化、科技
化种植方式，张宸成立了沧县宸
福家庭农场、河北鹏沃农产品贸
易有限公司两家公司。

“农村天地大有作为，大学
生种地也能种出花样。”张宸自
豪地说。

闯出育苗新路

张莎莎，1990年出生，也曾
获评河北省巾帼新农人。

10月 18日，在肃宁县绿苑
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大棚里，张莎

莎正忙着给客户装车送苗。“今
天，客户拉走了几十盘过冬的芹
菜苗。”

黄瓜、番茄、芹菜、白菜、茄
子……目前，张莎莎的大棚里育
有几十个品种。“差不多每天都
有外地客商过来采购。”张莎莎
笑着说。

每天，张莎莎忙得站不住
脚。早上 6点，她就会来到大棚
里，安排工人们除苗、浇水。此
外，她还会给客户们拍照片、拍
视频，让他们通过手机看看蔬菜
苗的长势。

“我们会严格做好售前、售
后工作。种植户有什么问题直接
问我，我负责给他们解答。”张莎
莎说。

这几年，张莎莎成长为村民
们口中的“育苗专家”。通过在市
场上考察，她认为市场上不缺
苗，缺的是好品种。

在棚里学育苗、学田间管
理，积极探索合作社经营的新
模式，张莎莎为此建设了高标
准的育苗温室和玻璃连栋育苗
室。

在温室里，先进的自动播
种流水线、精准播籽器轮流作
业 ，呈 现 出 一 派 现 代 农 业 场
景。

“现在的农业和以前不一样

了。”张莎莎说，原来农民总是一
家一户育苗。这些蔬菜苗种到地
里之后，前期就会死一半。“影响
菜农的收入。”

她培育的蔬菜苗有很多品
种，有的品种耐热，有的品种抗
病……适合不同菜农需求。

现如今，通过不断试验新品
种，张莎莎已申请 9项实用新型
专利。

“我努力把自己的事业做好，
希望在乡村振兴的故事中会有更
多年轻人的身影。”张莎莎说。

网上卖苜蓿

王福元，1998年出生，渤海
新区、黄骅市旧城镇西崔庄村
人。

10月 19日上午，王福元和
父亲王振亭带着工人们在地里
收苜蓿。

“我们选择又嫩又好的苜
蓿，烘干之后再装箱，做成宠物
饲料售卖。”王福元说，这一箱苜
蓿净重 1.5斤，批发价卖 15元，
目前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从 2000 年开始，王福元的
父母开始种植苜蓿，直供周围
养殖场。后来，他家不仅扩大
了种植面积，还成为苜蓿收购
商，上了烘干设备，开始加工
苜蓿。

王福元大学毕业后，本可以
选择在城里上班。他看到父母越
来越忙，感到农村天地大有作
为，于是回家和父母一起种苜
蓿、经营苜蓿加工厂，成为一名
新农人。

“我相信我在家乡能干得
更好。”王福元发现，父母虽然
勤劳，但是缺乏现代化的经营
理念。回到家乡后，王福元开
辟网络销售渠道，在网上卖苜
蓿。

王福元学习修图、拍摄短视
频、直播等。“很多东西我也是
边弄边学，我学会了上架商品
链接、优化关键词等，还自学
了修图、拍照等技能。”王福元
说。

他利用所学知识，帮父母扩
大经营范围，开辟了更多销售渠
道。刚开始时，网上店铺的成交
量并不高，他就外出学习，多方
求教，终于挺过了难关。网上店
铺的生意越来越好，王福元又在
多个平台开了店铺。

今年，王福元不断扩大种植
规模。现如今，他家种植着 2000
亩苜蓿。今年，已经收第四茬苜
蓿了。“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么年
轻在家种地，心甘情愿吗？我说，
这是我自愿的选择，我会一直在
家乡发展下去。”王福元信心满
满。

……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学有所成后，选择回到家乡创
业。他们是 90后新农人，借助现
代科技手段，把知识变成生产
力，成为令人羡慕的经营能手。
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只
要肯吃苦，肯动脑，农村天地大
有作为。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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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