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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7

一 农田“土”暖鸭先知
谷雨过后，正是育秧的季节，意

味着农忙的时节到来。农妇们正在
育秧机的流水线旁熟练地操作着。

先把空的秧盘放好， 然后放泥土，

泥土放好后放精心挑选的谷种，谷
种放好后再盖泥土；然后一盘盘的
秧种就摆放好了，清清爽爽、整整
齐齐，静待秧苗发芽。 “五一”节过
后，这一批批“种子选手”们就将
长成秧苗，奔赴各自的“战场”，大
展宏图。

这个时节， 广袤的土地看上去
还显得有点冷清。 但和一般的农田
不同， 这里盖了一层稻秸秆铺成的
“被子”，家庭农场主———80后的黄
生飞正和农妇们在地里忙碌着什
么。 她翻开土地， 神奇的事情发生
了，一个个菌菇从土地里“探出头”

来，“这是一种赤松茸， 是世界十大
名菇之一，口感嫩滑，营养价值高。

更重要的是， 它能帮助土地不使用
化肥变得肥沃， 提高水稻的品质”。

原来，过去农村传统秋收后，秸秆采
用焚烧的方式处理； 随着对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的严格， 不能再焚烧秸
秆，只能粉碎。 如何“变废为宝”，把
这些秸秆利用起来？

经过在小块土地上试验， 农人
们发现，种植菌菇不但可以“消化”

秸秆，还能实现不施肥就“养肥”土
地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新鲜采摘
的赤松茸当天采摘配送，可以从“田
头送到灶头”；还有的则和老字号合
作，制作成赤松茸风味酱。

在农田旁边，还有一个水池，里
面有不少鸭子在水中嬉戏。 稻田旁
为什么养起了鸭子？原来，这同样也
是一种新型的农业耕作方式， 养鸭
之意不在“鸭”。“过去除草主要采用
人工或机器， 有时候还要使用除草
剂?，现在把这些鸭子放到农田里，

它们会‘自觉自愿’地吃草，大家各
取所需；同时，散养鸭在市面上一只
也能卖 158元，让农田真正实现了
绿色种植。 ”

二 ?新农人”育出
?新品种”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培养一
支高素质农民队伍，突出抓好家庭
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培
育迫在眉睫。 黄生飞是浦东新区农
校启动高素质农民（带头人）专项
培训计划的一员。 ”上海浦东农校
农业科技培训部主任李朝平告诉
记者，在培训计划中，包括 5G时代
农产品营销创新、开心农场运营模
式、涉农生产销售平台应用?。 尤
其是有不少实操的干货，比如短视
频、直播?应用，新型农业品种的
试验种植?，都受到农民“带头人”

的欢迎。

“我曾经去过日本，那里精细化
的农业种植、 管理方式?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黄生飞，“新农人”

中的“带头人”之一。 她出生在浙江
嵊州市三界镇一个农民家庭，13?
就和父母来到上海，成为一名“新上
海人”。 在她身上，既有传统农家女
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又具备新型
职业农民应有的闯劲、干劲。

说到经营家庭农场，她说纯属
“误打误撞”。 2015 年，她本来在
经营一家服装厂，正好村里流转出
106 亩土地，她参与了竞标，最终
成为浦东首批家庭农场的一员。凭
着农民家庭出身的 “底子”， 她从
零开始，把零散的土地、荒地甚至
“石子地” 重新翻地犁地， 修整平
复，播种、插秧，亲力亲为。 后来父
亲、弟弟?也先后加入，队伍逐渐
壮大起来。

虽是传统的农家子弟， 黄生飞
却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一次，宣桥镇的
农业技术人员到农场推荐了几个水
稻新品种，既有传统型水稻，也有新
型早熟优质香型水稻， 因收获时间
比传统水稻早，赶在国庆前，有“国
庆稻”之称。

黄生飞一眼就相中了“国庆稻”

的早熟优质品种， 打听了水稻的属
性后， 更是果断拿出了 10亩地做
试验。 但毕竟是新品种， 口感好不
好、市场销路灵不灵，其实黄生飞也
没有把握。

第一年水稻收割后， 黄生飞先

在自家的炉灶上尝了个鲜， 还把新
米送给亲朋好友们品鉴。“记得那天
晚上我煮了一锅米饭，一开锅，香气
扑鼻而来， 在二楼的双胞胎儿子闻
到香味，一个劲地问‘妈妈，你煮了
什么那么香？ ’”

“品尝过的老一辈农民也说，

‘国庆稻’吃出了当年‘老来青’的味
道，就是不吃菜也可以吃两碗饭。 ”

黄生飞高兴地说。原来，“老来青”是
上世纪 50年代一个响当当的粳型
常规水稻品种。 由于煮出的米饭香
味浓郁、晶莹如玉，食之清新可口、

粘而不腻，素有“一叶青菜半碗汤，

二两米饭一口光”之称。

三 ?米”香也怕巷子深
新品种大米“试验”成功了，但

黄生飞却为“巷子深”犯了愁。“过去
农民是卖稻谷给国家的， 虽然利润
低，但不用考虑销路问题。第一次自
己全流程生产出大米，到哪里卖、卖
给谁？让我思肘了好几天。 ”黄生飞
想到，一个朋友是做微商的，而且有
一批比较高端的客户， 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带着大米上门， 没想到一口
就被回绝了，“我们从来不卖农产品
的”。 虽然碰壁了，但黄生飞却还是
不死心，“不卖没关系， 我带了点新
米你尝尝吧”。

后来，她又想出一个办法，把米
做成小包的试用装， 请微商在售卖
其他商品时搭配赠送， 并告诉客户
这是上海出产的新米品种。没想到，

几天后， 微商朋友打电话来，“你今
年生产了多少大米，都给我吧”！

第一年一炮打响， 第二年黄生
飞拿出 207 亩土地种上了 “松早
香”，如今家庭农场近千亩土地都被
这个早稻品种“包圆”。 因为上海地
区的水稻品种基本是晚熟品种，成
熟期一般在每年的 10 月底至 11

月初。 “松早香” 作为早熟品种，比
“南梗 46” ?其他优质杂交水稻品
种上市时间提早了近 2个月，正好
填补了市场上每年 9月至 10月的
新米空档期，加上比肩“老来青”的
品质，迅速抢占市场先机。从 1斤 3

元左右的“大众款”，到 10 元左右
的“精品款”，还有 28元以上的“高
配款” 主攻宝宝米……新米还没上
市，就有许多“回头客”提前预定。

四 农场里来了 90后
如今，黄生飞不但在自己的家庭

农场做得风生水起，还带动周边的农
户一起走品牌联合之路。除了她自家
的 1000亩家庭农场，她还和附近的
农户、合作社共同经营了另外 4000

亩农田，联合打出“生飞牌”，坚持“品
种、品质、品牌”战略。

“这种经营战略并不是贴牌生
产，而是统一经营管理、严格质量管
理， 带动农业走精品化、 品牌化道
路。 ”据介绍，现在家庭农场和合作
社统一育苗、播种、质量管理，确保
品质， 让品牌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越
来越高。

随着生产规模逐渐扩大， 农场
碰到最大的难题不再是传统的耕
种， 走出一条符合现代人需求的市
场营销之路成为农场的当务之急。

在家庭农场 ， 记者遇见了
1992年出生的洪张青， 她是上海
外国语大学的硕士毕业生， 现在也
成了一名快乐的“新农人”。 她告诉
记者， 自己曾经在收入更高的其他

行业做过白领， 她的同学也基本上
在大公司里工作。 但她辞职后经过
朋友介绍来到生飞农场， 只和黄生
飞谈了一次就“一拍即合”，第二天
就来农场上班了。“我的老家是安徽
合肥的农村， 后来虽然到城市读了
书，骨子里对农村还是有感情的。 ”

小洪说，更重要的是，随着乡村振兴
的发展， 她觉得这里是个可以实现
自己梦想的地方，所以就“任性”地
说来就来了。

而来这里后， 农场的工作也的
确让她“激情燃烧”。她一手策划、推
广了家庭农场的水稻认养项目，很
快就结出了“硕果”。 从 4月初第一
篇微信推文《认养一亩田，圆你庄主
梦》问世，才 10 天左右时间，就产
生了第一位“庄主”，认养了一亩田。

“这让我特别有成就感！”小洪说，她
还邀请爸爸也来上海学学看看，把
上海新的“都市种田”理念带回安徽
乡村去。

“大家好，这是我们农场第一次
在农田里做直播。 今天给宝宝们带
来一大波福利，生飞宝宝米、多彩小
番茄、赤松茸酱……”不仅是小洪，

最近，在浦东的田埂里，1998年出
生的“小姐姐”一在直播间亮相，马
上引来“粉丝”们的追捧，这也是农
场新聘的网络主播。

如今的农庄，种田是主业，各种
副业也风生水起。在天朗气清、惠风
和畅的春日里，不少“庄主”喜欢带
着家人自驾来到农场， 在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采摘小番茄、 草莓、 赤松
茸，悠闲地参观农场，听农业专家讲
“稻田的秘密”， 一家人在欢声笑语
中满载而归。据悉，“五一”的亲子活
动已经全部爆满， 每天都有近 50

个家庭来到农场，体验都市“稻田”

的别样休闲。

在稻田不远处， 有两座修建一
新的农舍。一个将作为米酒体验馆，

还有一个则是稻田的彩米画艺术
馆。原来，祖籍浙江绍兴的黄生飞家
有祖传的黄酒酿制秘方， 她父亲是
第三代传人， 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酿
酒师。 “城里人来农村观光之余，可
以体验一下酿酒的工艺， 还能发挥
想象力， 在乡村创作属于自己的作
品，是不是回味无穷？ ”

>>>?记
这两年，每每到上海乡村采访，

经常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过去一些
脏乱的场景不见了， 乡村的河道清
澈、农舍井然。 比起外在的改变，给
人更深的印象便是： 村里年轻人越
来越多了， 陆续有人从城市里 “逆
流”回来了。

无论是惠南镇的 “李子柒”，还
是新场乡创中心的艺术家，包括家
庭农场里一手抓稻谷、 一手抓市
场的新型农场主黄生飞， 都让人
深深感受到，这的确是一片“希望
的田野”。

上海寸土寸金，要发展农业，其
路径肯定和一般的城市、乡村大相
径庭，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怎么抓？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经指出，要准
确把握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特点，加
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在价
值取向上，要凸显农业农村的经济
价值、生态价值、美学价值这“三个
价值”。 依托超大城市丰富的科技
资源、人才资源、市场资源，更加有
效地走科技农业、精品农业、品牌农
业之路。

春天的油菜花、夏天的荷叶、秋
天的稻花、冬天的麦苗，这些都是令
人赏心悦目的好风光。可以想见，这
样的乡村不但将成为城市的 “后花
园”，还将为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供
丰富的沃土。都市田园美不胜收，让
人如何不向往？

“新农人”
开辟新天地

首席记者 宋宁华

黄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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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
节，在浦东的一个家庭农场，
陆续来了 120 多人，这四五十
个家庭，许多都是来参加乡村
亲子游的。在短暂的一天时
光里，节目丰富：孩子们可以

在乡村里赶鸡、寻蛋，还可以听上一场“稻田里的秘密”的
科普课；玩累了，品尝从这里种出的本地新品大米、配上自
制的菌菇酱，香气扑鼻，胃口大开……

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如何留住“小辰光”的乡愁味
道，并带动传统农业走出新路子？一批 80、90 后的高素质
“新农人”正转变新思路，投入到乡村振兴的梦想里。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位于浦东宣桥镇季桥村的生飞
家庭农场，见识了魔都的另一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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