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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个高大上的职业

90 后的硕士研究生何石宝
和妻子许幸，管理着 10000亩耕
地，现代化规模种植让之前的不
可能变成可能。何石宝所在的公
司是土地鲁望农业，流转土地6
万亩，75%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民，更离
不开有学识、有梦想、有追求的新
农人，高层次年轻人扎根农村，给
乡村振兴注入了源头活水。农民
工作呈现多样化，收入不断提
高。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为大
量新农人提供了岗位和舞台，于
是，本科生来了，硕士生来了，博
士生也来了……

法月萍是南京大学博士，辞
掉年薪200万元的工作，跑到禹
城农村养蚯蚓。牛粪养蚯蚓，蚯
蚓粪是高端有机肥，从蚯蚓中提
取的活性酶多肽液是优良的叶面
喷施肥。这个当初被嘲讽为“疯
婆子”的博士，在属于自己的田野
里驰骋，坚定地说“选择对了”。

截至2020年底，德州市培育
了省、市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
地20家，备案省级“农科驿站”达
90家；同时推出多项优惠政策，
让已经离开土地的能人返乡创
业。

在吸引高层次人才从事农业
生产的同时，德州市也加大对本
地农民的培训力度。2020年完
成经营管理培训2767人、培训农
民34470人、培训农村妇女1574
人。开展“乡村振兴农业大讲
堂”，科技帮扶农民9100余人次。

“其实现在种地是一个特别
高大上的职业。”同在鲁望农业工
作的硕士研究生卜璐璐说。

▶▶农业大有奔头

前些年，受枣产业低谷影响，
枣乡乐陵的老百姓不愿再“侍候”

枣树，一度出现砍百年枣树种粮
食现象。2019年，乐陵市朱集
镇政府成立红枣合作联合社，
推出“合作社+”模式，一举扭
转管理、销售、品牌等制约发
展的问题。

王双志村是受益村之
一。通过社会化合作，该村
建起30个智慧大棚，让枣树

“住进”大棚，实现了标准化、智
慧化、无公害管理，延长小枣生产
周期，提升小枣品质。这是德州
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缩影。
资料显示，德州市累计有8331个
村成立了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并完
成登记赋码。

在乡村振兴发展中，产业兴
旺是重点。德州市乡村振兴工作
专班梳理总结出 13种融合发展
模式，而“依托某种确定性优势进
行融合”是最重要的大项。千年
大运河，万家古贝春。以酒为载
体，古贝春集团在周边农田设立
5万亩原粮基地，拉动农民增收，
成为用非遗助推乡村振兴、精准
扶贫的典范；德州扒鸡名满天下，
近年来，山东德州扒鸡股份有限
公司发挥产业引领作用，从粮食
种植、饲料加工到养殖，打造绿色
全产业链；夏津县有百年以上古
桑树2万多棵，被联合国粮农组
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当地进一步拉伸桑产业链
条，桑产品加工、品牌建设、旅游
等全面开花，农民的收益节节攀
升……

▶▶农村家园各美其美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
民富不富决定着农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
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质量。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铁
营镇，是乐陵市南部产业新城。
铁营的产业是化工产业园，产业

结构是医药、精细化工、化工
新材料，是全国智慧化工
园区30强。镇园一体化
发展，规划打造2.3平方
公里的绿色循环特色小
镇，可容纳3万人，计划安
置群众2万人、企业职工1
万人。曾是最穷乡镇的铁营，
2020年税收已超亿元，未来更是
不可估量。

同在乐陵，中国调料第一城
——杨安镇，以“买全国、卖全球”
的壮举，将调味品产业做到了极
致。目前，全镇调料加工企业达
192家，散户更是不计其数。产业
融合工程和生态宜居工程的布
局，打造出乡村振兴的杨安样板。

在德州，乡村振兴的融合发
展，让大量资金、技术、人才转向
农村，让农村享受到更多的发展
红利，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
果。纵览德州乡村田野，农村已
变身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晴
空一鹤排云上，便引
诗情到碧霄。

心 之 所
向，情之所
至 ，踏 歌
垄上，向
美而行！

踏歌垄上 向美而行
——全国晚报总编聚焦德州乡村振兴

无高山大川，少名胜古迹，身处鲁西北平原区的德州，是一个农业大市，全国首个整建制粮食生产“吨粮省辖市”。从2018年起，德州市委、市政府把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决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要求，制定出台乡村振兴五年规划、五个专项方案和三年行动方案，
创造了许多在全省有位次、全国有影响的亮点与典型。德州大地上，万千拓荒牛、孺子牛、老黄牛奋力躬耕于垄上，擘画出一幅“乡村振兴”的蓝图。

3月31日至4月1日，由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中共德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德州晚报社承办的“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德州行——全国晚
报社长总编采访活动，在山东德州举行。两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62家媒体百余位晚报社长、总编、主任、记者等先后赴德州乐陵市、宁津县、平原
县、齐河县的田间地头及部分企业采访采风，深入挖掘乡村振兴的德州突破。

□本报记者 牛超 朱碧琼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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