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根者简介：
孙涛峰，34岁，汝州市喜耕田农机专业合作社常务理事、河南金祥瑞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归根者感悟：
现代化农业离不开机械化服务，我将努力壮大农机规模，服务更多农户，以

农机现代化助力农业现代化。市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的人才“归根”工程，给了我
追逐梦想的机遇和力量，我将加倍努力，为家乡农业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6月 27日下午，在汝州市喜耕田
农机专业合作社库房内，孙涛峰低着
头维修一台无人植保机，全神贯注，脸
上挂着汗珠。“这些无人植保机是我们
的宝贝，我可得好好照料它们。作业
时有一台出现问题，都耽搁进程。”孙
涛峰用螺丝刀拨弄着无人植保机说。

回乡创业经营无人植保机

2010年大学毕业，孙涛峰进入焦
作市一家建筑安装公司，月薪三四千
元，这个工资在当时已经不少了。

彼时，在汝州市纸坊镇经营近20
年农资销售和粮食购销的父亲想换个
行当，孙涛峰建议父亲流转土地搞农
业规模种植。父亲听从了他的建议，
2011年与朋友合伙成立合作社，流转
300多亩地种植经济作物。

2012年，孙涛峰辞职，回乡与父亲
共同创业。他感觉父亲年纪大了，有
些力不从心，而年轻人更易接受新事
物，在规模种植中发挥农业机械化的
作用。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缺
少管理经验，最初两年我们种植烟叶、
西瓜等经济作物并没有赚到钱。”孙涛
峰说。

2015年，汝州市农业部门在纸坊
镇进行植保无人机“一喷三防”演示。
看着植保无人机在天上飞，孙涛峰感
觉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

2016年，经过学习后，孙涛峰投资
近20万元购买3台植保无人机，为农
户提供植保无人机服务。2016年，植
保无人机作业收益让他收回成本，
2017年创造收益20多万元。

7年间累计作业1000万亩次

2016年、2017年两年间，孙涛峰的
植保无人机作业区域由汝州扩大到宝
丰、郏县等地。2016年，他创办河南金
祥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孙涛峰与深圳大疆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代理合作关系，购回
10台植保无人机，成立喜耕田飞防队。
这一年，他的植保无人机走出河南。

“2018 年 7 月我从网上得知内蒙
古有地方暴发红蜘蛛病虫害，便试着
到内蒙古寻找作业机会，没想到成功
了，半个月时间每台植保无人机收益
2-3万元。”孙涛峰说，同年9月，他转
战新疆乌鲁木齐市下辖县市作业，40
多天7台无人机赚回20多万元。

在孙涛峰的影响下，汝州及周边
县市加入植保无人机经营的人越来越
多。“志同道合让我们聚在一起，目前
我们合作社拥有植保无人机50多台，
培养飞手100多个。”孙涛峰说，“今年
没有外出跨区作业，仅在汝州及周边
县市就进行作业100多万亩，实现收益
200多万元。”

据孙涛峰统计，从2016年至今，他
和他的植保无人机团队已累计服务农
田1000万亩次。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植保
无人机业务也在不断扩展。目前，他们
已引进部分更先进的植保无人机，除了
对传统农作物进行“一喷三
防”外，还尝试对丘陵地的果
树开展喷防作业，开展山地草
籽播种业务，让农业机械化高
质量地服务农业现代化。

孙涛峰：

扎根乡村
服务农业现代化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文/图

归根者简介：
秦文向，36岁，鲁山县平安亿丰农林牧有限公司董事长。

归根者感悟：
学以致用，实现知识与农业生产对接是我上学的初衷。我从农业大

学毕业，便决定在农村的土里“刨食”，种养结合，培育特殊果蔬，打造林下
经济，并通过创业带动乡亲一起致富。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
程，宛如一颗“定心丸”，让我在创业道路上没了后顾之忧。

“今后，我会依靠人才‘归根’
工程，争取把企业做得更好，带动
更多人致富，为乡村振兴增彩。”6
月 27日下午，在鲁山县辛集乡柴
庄村一生态园内，正在查看果树生
长情况的秦文向坚定地说。

辍学后重返校园考上大学

秦文向出生于鲁山县辛集乡
张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初中
毕业，他离开学校，回家养羊。养
了两年多，养殖技术的缺乏限制了
他的发展。

在家做农业不理想，秦文向尝
试出去寻找出路，结果因为文化程
度低，他在广州待了几个月也没找
到合适的门路。直到此时，他才意
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几经波折，他
又回到久别的初中校园。

重返校园的秦文向把精力全
部用在学习上，决定用知识改变命
运，同时把中国农业大学作为自己
奋斗的目标，争取实现农业致富的
梦想。

2008年，经过不懈努力，他终
于成为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
院的一名学生。

学以致用，2010年暑期，在母
亲帮助下，秦文向尝试在家养鸡，
因为缺乏经验，结果并不理想。为
进一步掌握技能，秦文向再次把
自己“埋”进书海之中，于 2014 年

取得该学院的硕士学位。
“那几年他没少吃苦，

为了能考上大学，天天起早
贪黑背书。”秦文向的母亲
徐花荣心疼地说。

探索现代农业生产模式

大学毕业后，秦文向毅然回到
老家，利用知识在农村的广阔天地
里追逐梦想。他在家建了个地下
养鸡场，生产特种鸡蛋和肉鸡，知
识的加持让这次养殖非常成功，产
品目前销到平顶山市区以及郑州、
南阳、许昌等地。

2015年 11月，秦文向成立了鲁
山县平安亿丰农林牧有限公司，打
造集科研、种植、养殖、观光为一体
的绿色生态园。

2016年，秦文向在该县张店乡
刘湾村和辛集乡柴庄村流转土地
300 余亩，栽种了蜜梅、猕猴桃等
30余种水果。为让土地充分发挥
作用，2021年，他在辛集乡柴庄村
绿色生态园增加了肉鹅饲养项目，
打造林下经济。

秦文向说，事实证明，以草养
鹅、以鹅治草，是很好的农业发展
模式。

由于果树需要修剪，鸡、鹅需
要管理，秦文向带动不少劳动力到
园内打工。“我们在这里一天60元
钱，有技术的一天100元。”在基地
修剪桃树的村民说。

“今后我会依托市委组织部实
施的人才‘归根’工程，依靠学到的
科学知识，在种养领域发挥自己的
专长，并以枸杞菜等天然草本植物
为主，大力发展枸杞鹅生产，提升鹅
肉品质，打造特色鹅品种，并以企
业+农户种植+标准化生产的模式，
发展连锁生态园，带动更多村民致
富。”谈及未来，秦文向信心满满。

秦文向：

种养结合
埋首沃土刨“金银”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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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峰在维修植保无人机 秦文向与工人在果园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