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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记者走进河南省信阳市潢

川县双柳树镇王楼村鹿源农场，只见一匹

匹梅花鹿正在夏日的阳光中悠然踱步。

鹿场负责人是“90后”张甜甜。“2019年，我

返乡创办鹿源农场，一开始养殖了 86头梅

花鹿，现在已经有 800多头了。这几年，我

不断摸索、学习技术、创新渠道，现已实现

了梅花鹿的自繁自养。”张甜甜告诉记者，

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养殖梅

花鹿、开创新事业、做新农人是她的目标。

外出学习 引回大量梅花鹿

2012年，张甜甜高中毕业后，跟随村里

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几经辗转，我来到郑

州市，通过熟人介绍，进入一个工地学习工

程技术。有了师父的言传身教，加上自身

的勤奋，我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工作。”张

甜甜向记者回忆起那段经历。7年间，她完

成了从学徒到普工再到技工的角色转变，

当过师父、带过学徒，工资也从最初的几百

元涨到后来的数千元。虽然收入稳定，但

返乡自主创业一直是张甜甜心中的梦想。

“一次，我跟家人谈及返乡创业的想

法，他们非常支持，建议我搞养殖业，说现

在养梅花鹿的经济效益非常好。”张甜甜

说，她在网上了解到，梅花鹿全身上下都

是宝，鹿茸是名贵的中药材，市场需求量

较大。2018年底，张甜甜毅然辞职回家。

“回家后，我马不停蹄地开始实施养

殖计划。我了解到梅花鹿的产地主要在

东北长白山地区，分布于我国黑龙江、吉

林、辽宁、内蒙古中部。2019年初，我前往

辽宁省铁岭市，联系了一家规模较大的人

工养殖场，从此就在那里半工半学地住下

了。”谈及当初的果敢，张甜甜面带笑容。

期间，张甜甜专心致志地跟老板观察梅花

鹿的生活习性，学习梅花鹿养殖、割锯鹿

茸、制作鹿茸酒等技术。

2021 年学成后，她一次性从养殖场购

买了 100多头梅花鹿。养殖梅花鹿需要通

风良好、干燥、舒适干净的圈舍，张甜甜修

建了占地 15亩的鹿源养殖农场。

当年 6 月，受孕的母鹿顺利产崽。这

让张甜甜更加坚定了信心，2023 年她又购

买了不少带崽母鹿。在她的精心饲养下，

梅花鹿存栏达到 280 余只。“从出生到 1 岁

半是小鹿的哺乳期，在这一阶段，我主要

给鹿妈妈投喂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

植物性饲料，如豆饼、玉米等。”张甜甜介

绍，1 岁半到 2 岁是鹿的育成期，在这一阶

段，鹿的体重可达成年体重的 60%左右。

育成期是饲养鹿的关键时期，它直接关系

到鹿以后的生长性能及生产效益。为此，

张甜甜根据鹿的性别、体重及年龄进行差

异化管理，并逐渐增加粗饲料，如粗糠、秸

秆、牧草、花生及红薯藤等。鹿在 2岁后便

进入成年期，寿命约为 18—20年。

线上线下 打开销售市场

张甜甜告诉记者，养殖梅花鹿的收入

主要来自售卖鹿茸和鹿崽。鹿茸是一种

名贵的中药材，壮年期的公鹿一年可以割

两次鹿茸，鹿茸基础产量 6—10斤，一般每

斤售价在 1200元左右。母鹿可用于繁育，

一般出生 16个月以后即可配种繁育，每年

可以产崽一次。

经过 4 年的发展，张甜甜经营的鹿茸

酒、纯手工鹿肉酱以及其余鹿副产品等都

已对外销售。“为了打开产品销售渠道，我

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网上售卖。现在，纯手

工鹿肉酱等系列产品，已打开了‘线上+线

下’的销售市场。客户逐步增加，回头客

比较多，既有当地的也有外地的，基本上

每天都要发货。”张甜甜说。截至目前，鹿

源农场的梅花鹿存栏量为 800 余只，年产

鹿茸 120 斤左右，年产崽率 80%以上，鹿副

产品年产值在 20万元左右，鹿产品全产业

链年产值可达 2000万元。

目前，张甜甜在双柳树镇王楼村扩建了

养殖基地，鹿圈规模达 7000多平方米。在

基地负责饲养、运营销售、产品研发、生产包

装的工作人员也达到47名。张甜甜还不断

扶持养殖户，在潢川县白店乡建设 3000多

平方米的鹿圈分场，养殖鹿量也达百余头。

张甜甜经营的鹿场既扩大了梅花鹿

养殖规模，又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未

来，鹿源养殖农场将继续完善养殖场设

施，发展规模化养殖，拓展产业链条。同

时，养殖场利用梅花鹿的观赏价值，推动

潢川农旅融合发展一“鹿”高歌。

““9090后后””新农人蹚出农旅融合发展新农人蹚出农旅融合发展““鹿鹿””

一会儿盘旋爬升，一会儿空中悬停，一会儿匀速前

行……日前，在山东省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农民

韩书功家的麦田里，两台无人机正在麦田上空做着各种

动作，并喷下药剂。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韩书功明白这个道理。韩

书功说，自己平常忙于外出打工，无暇顾及农田。自从有

了航笑涵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托管服务，家中农田管

理起来轻松多了。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科科长赵蓓蓓告诉记

者，在聊城，像航笑涵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社

还有很多。他们托管农田，让农民变成“甩手掌柜”，被当

地人称为“田保姆”。

位于山东省西部的聊城市既是黄河下游的重要城

市，也是农业大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提升

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水平，增强服务带动小

农户能力”，聊城以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为突破口，探

索多元农机服务融合，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开辟了一

条“田保姆”服务的新路子。

赵蓓蓓举例说，目前，航笑涵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利用大中型拖拉机、小麦玉米收割机、秸秆还田机、旋耕

机、施肥机、植保无人机等现代装备，托管了 1500 亩农

田，可提供耕、种、管、收等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值得一

提 的 是 ，该 社 近 三 年 共 计 为 农 民 争 取 政 府 补 助 资 金

15.48 万元。

据了解，聊城目前共有 359 个农机服务组织，全市各

类农机保有量 28万余台（套），基本覆盖了全市农田的耕、

种、管、收环节，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 92.66%。

“农机合作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赵蓓蓓

表示，他们将大力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加快农机行业的

规模化、规范化、全程覆盖发展。

坐落于聊城市东昌府区的博凯农机专业合作社是该

市农机合作社领域的龙头企业。合作社依托山东农业大

学、聊城大学等科研院校，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5G、

AI、遥感和无线射频等技术，实现了智能化的农业生产流

程。截至目前，该合作社已有成员 200余人，农机具近 200

台（套）。

在聊城，众多现代化的农机合作社正以先进的装备

耕耘着大规模土地，实现了现代农业与小农户的有效对

接，在乡村振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领域大显身手。

“聊城市农机合作社有 3 个特点。”赵蓓蓓介绍，首先

是“全”，这些合作社装备基本覆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

节，形成了集耕、种、防、收、储于一体的农业产业服务模

式；其次是“新”，不少合作社根据农户不同需求制定个性

化方案，探索全过程一站式托管、半托管及重点环节托管

等服务模式；最后是“高”，许多合作社积极探索使用气吸

式播种机、智能化收获机等高性能农机装备，为粮食作物

增产增收保驾护航。

正因为农机合作社在保护性耕作、新机具推广、机械

化服务等方面都发挥了引领作用，目前，聊城加大了农机

政策扶持力度，严格落实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惠农政策，

加快老旧机械淘汰升级，并持续培养农机人才。

山东聊城山东聊城：“：“田保姆田保姆””让农民省心省力让农民省心省力

错落有致的景观墙、散发着地域风情

的农耕文化长廊、极具观赏和科普价值的

绿植主题小巷……近日，记者来到云南省

保山市龙陵县腊勐镇大垭口新村，如同走

进一幅“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美丽乡村

画卷。

年逾半百的杨忠保，家住大垭口新村

初心巷巷底。他家所在的巷子四周，正开

着艳丽的石斛花。村里以“村总支+合作

社+农户”的方式，让农户参与石斛种植管

理和销售。每销售一盆石斛，农户就有一

份收入。满眼的绿植，不仅给村里添了一

道风景，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现在村中环境好多了，来参观滇西

抗战遗迹的游客越来越多，在家就可以就

业，收入也越来越可观。”谈起如今的好日

子，杨忠保高兴地说。

同在大垭口新村，花甲之年的张家

能每天都到村播一条街上卖山货，除了

面对面销售，张家能还学会了线上销售

的技能。

“直播太方便了！我们老一辈的在家

门口就可以卖特产，小一辈到山上种石斛

和各种农产品，一家子都可以赚钱。”张家

能说。

大垭口新村通过发展地方导游、民宿

餐饮、村播电商等产业，带动村民就业人

数达 300 多人，全村年均销售收入为 1500

多万元。

“‘千万工程’让浙江万千乡村精彩蝶

变，为全国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生动的实

践经验。在龙陵，我们正深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和美乡村建设。”龙

陵县腊勐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龙陵县镇安镇镇北村，花卉基地

的各种花卉蓄势绽放，猕猴桃采摘园里

毛茸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蔬菜大棚内

各种蔬菜长势喜人，艺术田园综合旅游

项 目 焕 发 着 勃 勃 生 机 。 这 里 也 已 成 为

周边群众“短途游”“周末游”的理想目

的地。

镇北村老梨树自然村的村民王任国

种植了两亩多猕猴桃。种植过程中，没有

种苗，村里提供，没有种植经验，村里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手把手教授种植

技术。经过 3 年的精心管护，猕猴桃有望

迎来丰收。“我家种了两亩多猕猴桃，今年

正式挂果，预计能带来 6000元左右的家庭

收入。”王任国说。

近年来，龙陵县镇安镇镇北村坚持把

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以

绿色发展为引领、以农业产业为支撑、以

美丽乡村为依托，积极探索三产联动、农

文旅融合、农民幸福、生态和谐的发展道

路，打造具有产业兴旺之美、生态宜居之

美、乡风淳朴之美、文明有序之美、艺术融

合之美的和美乡村。镇北村通过盘活整

理土地资源，让 300 多名农民在家门口就

业。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可达 30

多万元。

“我们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

用，发挥好‘千万工程’的示范引领作用，

不断提升乡村‘颜值’，提高村民的幸福指

数。”谈及乡村振兴，镇北村党支部书记周

永则成竹在胸地说。

得益于“千万工程”的示范引领，一

个个乡村顺利蝶变。记者从龙陵县工业

信息商务科技局了解到，今后，该县将继

续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从实际出

发，因地制宜打造各美其美、各具特色的

美丽乡村，书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

答卷。

云南龙陵：学习“千万工程”建设和美乡村

日前，在北大荒集团黑龙江省克山农场有限公司，黑龙江八一农

垦大学马铃薯研究所所长金光辉正带领团队忙着播种“红粉佳人”杂

交、自交后代。“红粉佳人”是他研究了 7年的高端菜薯。金光辉兴奋

地向记者展示：“杂交、自交后，土豆的瓤从黄色变成了红色、紫色。

这些渐变颜色连在一起形成了七彩土豆。”

如今，北大荒集团黑龙江省克山农场有限公司准备将“红粉佳

人”的试管苗栽到地里，收获原原种。内蒙古呼伦贝尔、赤峰、乌兰察

布等地已开始示范种植“红粉佳人”。黑龙江省绥化、双鸭山等地农

户则主动求苗，想大面积种植。

“红粉佳人”为何如此受欢迎？它一袭粉红外衣，外形秀气，口感

面糯，香味十足，淀粉含量极高。2023 年，“‘红粉佳人’品种成果”被

列为“黑龙江省最具转化潜力科技成果”遴选项目。

为打造口感面糯的高端菜薯，金光辉引进马铃薯种质资源，在一

次次杂交筛选中找寻优质品种。选育的新品种同时具备两个优良性

状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如果某一阶段出现倒伏，就要从头再来。“红

粉佳人”的培育过程并不容易。回想起 2019年克山农场的那场大雨，

金光辉仍心有余悸：“马铃薯怕涝，因为一场暴雨，三分之一的试验材料

都损失殆尽。幸好我在另一位研究马铃薯育种的朋友那里留了几株

苗，将其重新脱毒繁育才保留了下来。”

一个新品种的培育往往历经数十年之久，为缩短育种年限，金光

辉春夏在东北种植，秋冬去云南冬种，加快培育进度。从一片农田到

另一片农田，7 年寒来暑往，金光辉指缝里满是泥土，手机存得最多

的就是土豆的照片。他嘿嘿一笑：“这些都是宝贵的实验数据。”

普通马铃薯淀粉含量在 8%—13%，而“红粉佳人”淀粉含量在

20%以上。因淀粉含量高，“红粉佳人”成了淀粉薯的优选。“通过不

断自交，‘红粉佳人’的淀粉含量可以达到 23%—24%。”金光辉说，他

正在研发可以直接做成土豆泥的品种，提高“红粉佳人”的附加值。

目前，金光辉团队培育的“红粉佳人”后代体系已有 20 多个品

种，为我国马铃薯育种体系提供了优质育苗资源。

“红粉佳人”也为种植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去年种

了 7 亩‘红粉佳人’，平均每亩地产 6000 斤，一亩土豆最高卖出了 1.2

万元，这真是个好品种。”云南种植户岩轰说。

“红粉佳人”

为马铃薯产业添彩

“在花期流蜜前 45 天培育适龄采集蜂，流蜜前组织强群蜜蜂采

蜜，通过多箱体实现子区与蜜区的分离，整个花期取一次蜜。这样做

就可以提高蜂蜜的浓度和产量。”日前，在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太和

镇丹阳村 300 多亩的蜜桔林，江西省科技特派团蜂产业团的专家们

正在查看蜂箱，指导蜂农提高蜂蜜纯度和产量。

连日来，蜂产业团深入南丰多个养蜂基地开展蜂蜜产情调研，通

过观察蜜蜂出勤和采集贮蜜情况、取样检测以及和蜂农交流探讨等

方式，了解基地桔蜜生产情况，并就选育良种、产品精深加工、提高蜂

蜜品质等提出了许多建议。

蜂农沈福祥说：“科技特派员的指导让我们大大提升了养蜂技

术。今年的蜂蜜质量肯定很棒。”

“蜜蜂产业投资少、见效快，是一个极具优势的生态产业。我们

服务的桔花蜜产业是对南丰蜜桔产业的延伸和补充，去年南丰获得

了‘共建中国蜜桔蜜之乡’称号。接下来，我们团队会通过培育优质

的蜂王、推广多箱体成熟蜜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蜂蜜的品质和产

量，推动南丰蜜蜂产业高质量发展。”江西省科技特派团蜂产业团团

长夏晓翠说。

这是南丰科技局组织科技特派员服务涉农主体的一个缩影。今

年以来，南丰紧紧围绕“聚焦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振兴”主题组织省市

县科技特派员深入产业发展一线提供科技服务，推动科技特派团资

源优势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

截至目前，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农业企业、合作社、

农户协会等机构 27家，引进“晴姬”“美香占 2号”等新品种 3个，推广

“红美人”蜜桔有机高效种植技术、成熟蜜生产技术等新技术 7项，开

展各类培训 10余次，培训农民 430 余人次，发放科技资料 1500 余份，

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江西南丰：

科特派助甜蜜事业提质

◎本报记者 李丽云 朱 虹 实习生 徐伟哲

◎本报记者 赵汉斌
通 讯 员 李长明 赵欢欢 周筱嫣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周盈升

6月 6日，联合收割机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贾寨前村田间收获小麦。 新华社发（赵玉国摄）

种植户在展示收获的“红粉佳人”土豆。 受访者供图图为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镇大垭口新村初心巷图为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镇大垭口新村初心巷。。 云南省龙陵县融媒体中心供图云南省龙陵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江西蜂农正在用刀割蜜江西蜂农正在用刀割蜜。。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万象万象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