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属90后的蔡雪和

张楠楠都自称“新农

人”，不约而同从都市

返回了广阔的乡村。

她们返乡要延续的，

并不是祖祖辈辈面朝

稻田背朝天的传统耕

作方式。生活在新时

代，蔡雪和张楠楠有

了更多想法：种植面

积越来越大，生产技

术更需与时俱进；稻

米品质优良，品牌还

要更响亮；农业已不

仅仅是种地，必须全

方位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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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武 段 续

4年前穿梭在上海写字楼

里、操着流利英语“谈笑有鸿儒”

的蔡雪没想到，27岁的自己会在

家乡吉林省舒兰市的田埂旁查

看水稻长势、计算收购价格，盘

算着如何把最好的大米卖到远

方。她的“领地”，是耕种着187

公顷优质水稻的农丰水稻专业

合作社。

距舒兰市约100公里的永

吉县，28岁的张楠楠经历相似：

当初在长春做咖啡师的她也没

想到，自己会开着越野车在田地

里穿梭，还会成为村里唯一一名

既能飞又能教植保无人机的“飞

行教练”。她的“领空”，是自家

农场的285公顷稻田。

同属90后的蔡雪和张楠楠

都自称“新农人”，不约而同从都

市返回了广阔的乡村。

金秋时节的东北黑土地上，

两位90后姑娘，在稻香里诉说

青春。

归：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

大学毕业后，蔡雪在上海一

家外贸企业拿着七八千元的月

薪，在国际化都市生活，一切都

让她很新鲜。

她笑称，返乡是被父亲“套

路了”。“那时妈妈身体不好，爸

爸建议我回来。”蔡雪说。

从小生活的村子，既熟悉又

陌生。习惯了城市生活，蔡雪刚

回来时很不适应乡村的宁静，在

上海，下班后能和朋友去酒吧小

聚，而在村里，晚饭后村道上已

难见到人。她曾一度动摇，是不

是走错了？

同样的怀疑也曾让张楠楠

心里打鼓：念大学不就是为了不

再回来？空有一身抱负却只能

回村？咖啡、下午茶、电影……

张楠楠过去向往“小资”生活，如

今却在“种地”，对比鲜明。

最终，两名90后返乡女大

学生觉得，踏实干下去，自然会

有答案。两人的家乡同处黑土

地黄金水稻带，家里都是当地种

粮大户。

她们返乡要延续的，并不是

祖祖辈辈面朝稻田背朝天的传

统耕作方式。生活在新时代，

蔡雪和张楠楠有了更多想法：种

植面积越来越大，生产技术更需

与时俱进；稻米品质优良，品牌

还要更响亮；农业已不仅仅是种

地，必须全方位谋划……

“我坚信能用知识做更多

事。”张楠楠说。

去：在广阔田野里挥洒青春

农村天地大有作为，但施展

抱负并非一帆风顺。“不就是种

地？产量大了就能赚钱。”张楠

楠回想起当初的念头说，“可真

干起来，苦累自不必说，种地的

学问够学一辈子。”

秋收就是一场战役。今天

收哪块地？几台收割机作业？

雇 多 少 人 ？ 新 稻 分 几 批 加

工？……无数事情需要处理，

张楠楠在飞奔。

再把时间线拉长到一整年，

育苗、插秧、施肥、除草……农时

衔接必须严丝合缝，如果每个环

节都往前抢，自家水稻就能抢先

上市，卖个好价。

干旱、多雨、大风等灾害最

令人发愁。“受台风影响今年倒

伏比较多，趴在水里的水稻容易

生芽，如不及时处理，品质就会

受影响。”张楠楠说。应对自然

灾害，是扎根农业的必修课，需

要“大心脏”。

“既要关心产量，更要关心

质量，还要打造品牌。”蔡雪说。

理念的冲突曾让她头疼，为提高

产量，一些农民加大了化肥农药

的使用，但却会让肥沃的黑土地

加速板结。

改变非朝夕之功。为了推

广有机水稻，她和父亲发动50

户村民成立合作社，统一采购、

种植、销售，平均每人能增收1

万多元。“分红时，农民的笑脸让

我更加认同 自 己的选择 。”

蔡雪说。

来：农业的未来已来

返乡后，蔡雪主要负责打造

品牌和对外销售，一年几乎有一

半时间在外出差。穿上正装，稍

加打扮她就会变成漂亮的都市

白领；而穿上工装，又可以自如

地游走在稻田间。

车间里，工人们正将紫薯和

玉米制成的紫色、黄色“大米”与

优质小町稻米混合、封装，契合

粗细粮搭配的饮食风尚。“这想

法是我琢磨出来的。”蔡雪说。

而在稻田里，合作社分块测

试种植的193种水稻品种成熟

在望，木栈道、玻璃栈道穿越其

中，不时能见到游客留影。秋风

阵阵，田里泛起金色稻浪，一望

无垠的金黄让人沉醉。“这里是

网红地标，我们专程来拍抖音。”

一位市民说。

太阳能生物除虫灯、有机肥

料施放、鸭蟹稻混合养殖……有

机稻田里新设备布放有序。还

没丰收，蔡雪已开始计划来年从

193种水稻中优选出最适宜的

推广种植，在河边建几个观光大

棚，发展乡村旅游，让稻田美景

成为城里人的好去处。

“飞行员”张楠楠一边麻利

地指挥着收割机作业，一边盘算

着来年的无人机作业计划。“科

技就是农业的未来，机械化种

‘大田’，轻松快乐。”她说。

以前，给稻田做植保是体力

活，数十人背着喷罐，在285公

顷稻田里干十几天。现在呢？

三五个飞手在田埂边支起遮阳

伞，摆上小桌，冲杯咖啡，七八

架无人机闪转腾挪，3 天就能

搞定。

“以前在城里，我干的只是

一项工作，而在农村，我是在做

一番事业。”蔡雪说。

□ 袁 波 萧永航

4月28日，一个国家级的高

端重型装备制造旗舰平台揭开

神秘面纱——隶属于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机集团”）的国机重型装备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机重装”），在目前世界最重加氢

反应器的发运仪式上首次对外

公开亮相。崭新的国机重装在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二重”）的极限制造

能力基础上，注入中国重机、中

国重型院等力量，成为国内首个

集科、工、贸于一体的高端重型

装备平台，进一步完善了产业

链，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国机重装的成立也可以看

作是中国二重近年来大力实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又一成

果。作为我国重工业的脊梁，中

国二重已从前些年的“扭亏脱

困”模式进入了“二次创业”的新

阶段。今年适逢中国二重建厂

60周年，老国企在改革中再启航

踏上新征程。

1958年10月，来自祖国四

面八方的上万名建设者在四川

德阳南城挥锹铲土，拉开了当时

的西南重机厂（后来的中国二

重）的建设序幕。60年来，中国

二重始终致力重大技术装备国

产化，研制成功了诸多“首台”

“首套”重型设备。

2010年，中国二重的上市

公司二重重装成功登陆A股；但

是次年，二重重装即开始陷入持

续亏损。2014年年末，中国二

重负债总额超248亿元，资产负

债率高达133.7%，其中60多亿

元的银行贷款已经逾期，濒临生

死边缘。

在中央和四川深入推行国

资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二重

坚持法制化、市场化、社会化“三

管齐下”，对准企业债务、冗员及

陈旧体制等“沉疴”开刀，通过一

系列“内科”和“外科”手术，初步

探索出大型困难国企扭亏脱困

的“二重模式”。

为了挽救这一“国之重器”，

2013年7月国务院批准国机集

团与中国二重实施联合重组。

国机集团提出“三年扭亏脱困”

的目标，如同与时间赛跑。2015

年，上市公司二重重装通过股东

大会决议的方式从上交所主动

退市，使得5万多名中小投资者

的利益平稳过渡，成为我国资本

市场退市改革的首个成功案例；

同年，中国二重通过长达10个

月的艰苦谈判，以债转股为主的

形式实现了120亿元金融债务

的司法重组，每年光资金利息就

节约7亿元左右，为中国二重“重

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

在法制化“止血”的同时，国

机集团也在二重内部推动一系列

改革，不断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经过3年改革攻坚，中国二

重在 2016 年实现利润 5.33 亿

元，成为近年来中央企业改革最

为成功的案例之一。无论是中

国二重职工，还是客户，都对中

国二重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2016年年底，中国二重在一周之

内分别与两家民营企业签下石

化项目的订单，合同金额总计近

13亿元，是中国二重石化板块成

立以来签订的最大订单。

如今，中国二重带着“国机

重装”的名片重新出发，资本运

作方面更将有一系列举措。据

了解，国机重装正在加快推进实

施债转股，使企业资产负债率进

一步降至60%以下，达到行业较

优水平；积极引进优质战略投资

者，拓展合作空间。

近60年来，中国二重先后

为中国及世界市场提供了超过

两百万吨的重大技术装备，是世

界重大技术装备领域少数具备

极限制造能力的企业。

中国重型院带来的不仅仅

是工艺设计能力，更是科研创新

与研发能力。对于国机重装这

类生产大型机械的企业来说，如

何推进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与新产

品的研发至关重要。国机重装

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更

注重在新型行业开拓创新。同

时注入的中国重机则将中国二

重从“打工者”变为“服务商”，实

现从单一制造商向工程服务商

及总包商的转型，并为国机重装

开拓海外市场奠定良好基础。

过去，中国二重的业务重心

在国内；未来，承接更多的海外大

型订单、占领国际市场将是国机

重装的重要目标之一。据了解，

目前国机重装的国内业务与海外

业务占比为60%：40%，未来将逐

步实现国内国外市场齐头并进。

本报讯 乡村振兴，田

园寻梦。智能生鲜柜、飞行

主题茶园、创意油菜花田、农

庄风车小镇……近日，“农行

杯”第二届浙江省农村创业

创新项目创意大赛温州站开

赛，一个个颇具特色的农村

创业项目吸引了在场的评委

组和观众。

农村创业创新是“大众

创业 万众创新”的重要力

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引擎。此次大赛旨在

为浙江省农村创业者提供和

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并引

入金融服务，为创业项目做

大做强提供资本的力量。

近年来，农行浙江省分

行充分发挥服务三农、助力

乡村振兴金融“国家队”的作

用，在农村营业网点量多面

广，拥有庞大的农村客户，在

县域金融发展中有着巨大

优势。

目前，农行浙江省分行

在县域农村建有350多个乡

镇网点、600多家“三农工作

室”，针对农民创业创新，运

用互联网思维推出农村互联

网金融平台，以“惠农e贷、

惠农 e 通、惠农 e 付”等产

品，为农民融资、农产品供销

搭建了渠道和平台。

“针对本次大赛的优秀

项目，农行将派出业务骨干

逐个对接，在资金方面鼎

力支持，让更多的农村经营

主体受益。”农行浙江省分行

三农对公业务部副总经理

张志永说。 （王锡洪）

爱 红 妆 更 恋 稻 香
——吉林两位返乡女大学生的“稻梦空间”

六十岁踏上“二次创业”新征程
中国二重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扭亏脱困”模式进入再创业 为农村创业创新注入金融活水

浙江省农村双创项目创意大赛温州站开赛

父子台商的父子台商的““东莞生意经东莞生意经””
在深圳一座高约300米的大厦里，一家咖啡体验店刚刚

开业，这是台湾青年吴森胜在珠三角开的第5家门店。吴森

胜有一个身份标签：“台商二代”。他的父亲吴妙根，已在东莞

开了25年拉链厂。3年前，父亲将儿子叫来广东接手家族生

意，没想到抓住商机的儿子，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历程。图

为吴妙根在自己开办了25年拉链厂厂房里查看生产情况。

新华社记者 梁 旭 摄

本报讯 北京市首家对

口帮扶地区“在京务工人员

之家”近日在北京市东城区

成立。该平台将为张家口市

崇礼区、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阿尔山市3家对口帮扶地区

在京务工人员提供人力社保

职能范围内的帮助与服务。

“在京务工人员之家”通

过整合就业求职、创新创业、

技能提升、权益维护等部门

职能，帮助建档立卡家庭中

在京务工的人员，解决一些

在劳动合同、工资保险、技能

提升、岗位更换等方面的困

难，让务工人员在北京稳定

就业、安心就业。

据介绍，“在京务工人员

之家”主要为对口帮扶地区

在京务工人员提供三类服

务：一是职业介绍服务，定期

发布就业岗位信息，开展专

场招聘洽谈活动，为暂时失

业或想转换职业的在京务工

人员提供更多选择；二是技

能提升服务水平，组织开展

普及化、渐进式职业技能培

训，鼓励通过培训不断提升

自身职业本领；三是劳动维

权服务，向在京务工人员宣

传普及人力社保法律法规，

根据需求开展专题咨询，明

确诉讼渠道，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协助其在社会保险、

工资拖欠、劳动合同、工伤

认定等方面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陈 旭）

吉林舒兰卧龙山品牌大米吉林舒兰卧龙山品牌大米
首届开镰文首届开镰文化节开幕化节开幕

稻花飘香，丰收在望喜气扬；开镰收割，五谷丰登粮满仓。

9月20日，在喜迎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之际，吉林省舒兰市第五届农民文化节系列活

动——舒兰卧龙山品牌大米首届开镰文化节在舒兰市平

安镇卧龙山大米种植基地隆重举行。据悉，本次活动由北

京贺氏恒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和舒兰市平安镇永平新家

水稻种植家庭农场承办。

舒兰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是

国家首批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暨农业绿色发展试

点先行区，是中国优质生态稻米之乡，舒兰卧龙山大米首

届开镰文化节是舒兰市第五届农民文化节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将重点展示和传播农耕文明和稻米文化。图为舒

兰卧龙山品牌大米首届开镰文化节开幕现场。

郭幸福 贺玉寒 贾红伟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北京现代服务

业职业教育集团、全国现代

服务业职业教育集团京津冀

分部（天津职业大学）、河北

省现代服务业职业教育集团

近日在河北省廊坊市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三地集团将致

力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满

足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技术

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在

多方面开展合作。

按照协议，三地集团将

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

惠双赢，共同发展”基础上，

建立长期紧密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定期开展业务交流

与教学研讨，推动师资交流

互访。

今后，三地院校将在内

涵建设方面加强合作，包括

发布行业调研报告，打造行

业专业集群，创新人才培养

路径，制定实施人才培养方

案，加强课程建设，改革教学

模式与方法，加强专业教学

资源建设，加强教材建设，建

设共享教学团队，建设共享

型实训基地，组织开展技能

大赛，改革评价模式，建立校

校联动机制，推进中高职衔

接等。

三地集团将深化校企合

作，包括共建顶岗实习基地，

建立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

立培养培训基地，搭建信息

共享平台和交流平台，推进

产学研合作等。协议提出，

三地集团建立沟通对话机

制、人才交流机制、成果转化

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协同创

新机制，确保三方战略合作

持续深入发展。（齐雷杰）

“在京务工人员之家”近日成立
为3家对口帮扶地区在京务工人员提供帮助与服务

京津冀三地开展职业教育战略合作
满足产业升级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