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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是我国第 34个全国土地日，活动
主题是“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站在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战略高度，坚持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
思维，对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等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部署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为推动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方向。

近年来，广大民兵和退役军人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把土地保护与本职工作相结
合，“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以实际行动
为乡村全面振兴添砖加瓦，为守好耕地数量底
线，不断提升耕地质量，实现耕地高效、可持续利
用等作出积极贡献。

上 千 亩 的 标 准 化 粮 油 种 植 基 地

内，水稻、玉米、大豆长势喜人，村民戴

着草帽劳作，一片繁忙景象。盛夏时

节，走进重庆市黑溪镇改革村，一眼望

去，满目生机，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退役军人李清喜上眉梢：“稻香满

山谷，又是一个丰收年。”

这座规模化经营的种植基地，一

年多以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撂荒

地。这一变化，离不开李清的付出。

2017 年 ，李 清 告 别 16 年 的 军 旅

生涯退役返乡，成为镇农业服务中心

的一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耕地保护

工作。

改革村地处武陵山脉北部腹地，

生态环境好，绿水青山间，有着数千亩

良田。然而，由于常住人口多为老人

和孩子，劳动力严重不足，耕地撂荒情

况较为普遍。

“那段时间，我们一有空就往改

革村跑，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动员外

出 务 工 的 村 民 回 乡 种 地 ，但 收 效 甚

微。”李清告诉笔者，“除了离家近的

菜园子，稍远一点的地都没人种。村

民都不愿意回来，毕竟种粮没有外出

打工赚的多。”

“政府主导，引入社会资本，规模

化种植。”2023 年，镇党委研究决定，

以 10000 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

的建成使用为契机，吸纳有资质

的企业到改革村，发展农业，

助力乡村振兴。

规划好项目，李清

再次上门，详细为村民介绍长短期收

益，动员他们积极参与。

“土地荒着，大家看着都心疼。让

企业来咱们村开发，由他们整合土地

进行规模化种植，大家不仅能够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每年还有额外的土地

租金收入，何乐而不为。”李清的一番

话，说到村民心坎儿里。此后，他又多

次组织村民一同开院坝会，讲清楚种

植模式、土地租金等相关内容，得到全

村父老乡亲的支持。

村民纷纷把项目即将开工的消息

告诉自家在外打工的亲戚，不少年轻

人借返乡之机考察，眼见为实，企业开

出的工资不比外出务工低多少，而且

还能照顾家人，许多人选择在家门口

就业。

农机进场，翻耕土地，播种移苗，

规范种植。2 个月后，1000 亩的全托

管农业项目全面启动，第一季种下的

是油菜苗。当年丰收，产量达 140 吨，

销售收入 112 万元。基地还吸纳 40 多

名 村 民 务 工 ，村 民 平 均 月 工 资 达 到

3500 元。油菜丰收后，他们又通过水

稻和玉米大豆复合种植的稻油轮作模

式，提高土地使用效能，实现了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恢复耕

地 ，让 大 家 把 饭 碗 牢 牢 端 在 自 己 手

里。”李清介绍，到金秋水稻丰收，再种

植油菜，一轮轮耕种下来，荒地不荒，

真正实现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十里粮

油、十里果香，更显富裕和兴旺”。

重庆市黑溪镇退役军人李清—

规模种植，山村拓宽致富路
■周艳红

盛夏的松辽平原，翠色欲流、一碧

千里。记者走进吉林省梨树县郭家店

镇蔬菜村，只见数百亩玉米地绿意盎

然，民兵韩凤香正站在田间地头，指导

村民操作农用无人机。

韩凤香是一名“80 后”，2006 年大

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并作为农业技术

能手加入民兵队伍。10 余年来，她创

办的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耕

地全部采用“梨树模式”，如今已成为

国家级示范社、吉林省粮食安全宣传

教育基地、吉林省百强示范合作社。

“‘梨树模式’，就是在玉米种植过

程中将秸秆全部还田并覆盖在地表，

田 间 生 产 环 节 全 程 机 械 化 的 技 术 体

系。”韩凤香介绍，通过这种模式，不仅

能够使耕地越来越肥沃，还能更好实

现农业的集约化和机械化，大大提高

粮食生产效益。

韩凤香告诉记者，在早期合作社发

展过程中，人们对“梨树模式”还有一定

怀疑。韩凤香用自己的土地作试验田，

先给乡亲们“打个样”，通过自己的成功

实践，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一模式，

她也因此成了黑土地保护和开发利用

的形象代言人。每年进入农忙季节，省

内外的种植大户、农业专家和高校学生

纷纷来到合作社参观学习。

“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完善主

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发展现代设施农

业。加大种业振兴、农业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力度，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

动”“着眼促进农民增收，壮大乡村富

民产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

会化服务，培养用好乡村人才”……最

近，合作社承办全省农民农业技术培

训，来自全省各地的 100 余名新型农民

来到凤凰山，围绕新型农业相关话题

展开交流探讨，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中共同进步。

如今，合作社已发展社员 158 人，

拥有大中型农机设备 73 台（套），集约

土地近 1000 公顷，覆盖 2 个乡镇 9 个村

800 多户农民，每公顷土地每年可增收

2000 元。2023 年，合作社粮食总产量

突破 2000 万斤。韩凤香本人先后获评

全国百优保供先锋、吉林省劳动模范

等。在她的带动下，百余名民兵成为科

技种田带头人和黑土地保护志愿者。

“梨树模式”让乡亲们走上了科学

种田的路子，也让韩凤香对合作社下

一步的发展规划有了新的思考。“未来

的农业是朝着管理科学化、经营现代

化、配置专业化、生产标准化、服务社

会化方向发展的。”韩凤香说，“我将继

续依托合作社发展现代大农业，持续

在黑土地上推广新技术、新理念，藏粮

于技，同时，带领乡亲们更好地保护、

开发黑土地，推动大家增收致富，为国

家粮食安全多作贡献。”

吉林省梨树县民兵韩凤香—

科技助农，唤醒沉睡黑土地
■王 磊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仲夏豫南，机声隆隆。河南省漯

河市召陵区青年镇葛胡村一处整治荒

片地、撂荒地工程现场热火朝天，随着

挖掘机铲斗翻飞旋转，不一会儿，杂草

丛生的撂荒地变得平整松软。

“庄稼人过日子指望的就是几亩

地，能把这些撂荒地拾掇出来，多亏了

俺村里的兵支书。”提及整治撂荒地带

来的好处，葛胡村村民纷纷对兵支书

葛运良竖起大拇指。

大伙口中的兵支书葛运良，是土

生 土 长 的 农 村 娃 ，1998 年 参 军 入 伍 。

退伍后，葛运良选择到北京创业，先后

成立 3 家公司。

2020 年 11 月，青年镇领导带着村

干部到北京找到葛运良，希望他能够

回村发展，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回乡意味着放弃在大城市的优渥

生活，意味着要与妻子孩子两地分居，

意味着人到中年又要在一个陌生领域

重新开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打

小“吃百家饭、借百家粮”长大的葛运

良，把公司业务交由专人管理，只身回

到家乡，扛起了带领村民致富的重任。

葛胡村位于漯河市东南部，是典

型的偏远农业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2 亩 ，缺乏特色农产品以及相关产业

支撑。

为掌握村子状况，寻找发展良策，

葛运良每天入户走访。在这个过程中，

他了解到村里有大片土地闲置撂荒。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耕地是咱

老百姓的命根子。”葛运良坚定地说，

“ 既 要 坚 决 守 住 耕 地 红 线 ，也 要 想 方

设法盘活撂荒地资源，让耕地焕发新

活力。”

葛运良以大力整治荒片地、撂荒地

为抓手，带领村“两委”成员深入田间地

头，逐个地块实地核查甄别，仔细核对位

置、数量、面积。随后，他们严格对标上

级相关政策要求，根据前期排查汇总数

据信息，按照“化零为整、农户自愿、村委

流转”原则，鼓励整户外出、无劳力耕作

及产出效益较低的农户，将土地统一流

转给村委，由村里出面成立集体合作社

经营，按照农户土地比例进行分红。

村东头有一处低凹坑塘，零散种

植了一些蔬菜、果树，但由于长期无人

管理，无法形成有效产出。葛运良主

动协调区土地资源及农业农村等部门

投入资金，对低凹坑塘及周边摞荒地

进行全面平整复耕，增加耕地面积 20

余亩，当年就为村集体创收 2 万余元。

3 年多来，在葛运良的带领下，全

村通过退林还耕、坑洼平整、小田变大

田等撂荒地整治行动，为全村新增耕

地面积 100 余亩。

走在田间地头，葛运良的眼睛亮

亮的，他说，“盘活撂荒土地，让昔日的

撂荒地‘活’起来，这样乡亲们才会更

有盼头，村里生态也会越来越好，

我这个兵支书才算尽到了

责任。”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葛胡村兵支书葛运良—

盘活土地，撂荒地变成良田
■张海龙 伍树清 本报特约记者 王士刚

耕耘在希望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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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6月 18日，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安

顺市经开区幺铺镇阿歪寨兵支书韦俊（左三）

在大棚中指导村民种植技术。 刘海波摄

图②：6 月 19 日，江西省湖口县大垅乡马

步村兵支书金斌（右一）在村合作社大棚，指导

村民培育高产量优质秧苗技术。 杨盛波摄

图③：近日，安徽省萧县民兵深入田间地

头，积极助力农业生产，助推乡村振兴。

段艳梅摄

图④：重庆市黑溪镇改革村高标准农田俯

瞰图。 李 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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