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朋友圈里，一些人不时
晒一晒阳台种菜“神器”，令人艳
羡不已。记者近日在江西赣南一
个偏远小村里看到现实版的阳
台种菜“神器”时，着实有些意外。

投资3亿多，能挣钱吗？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江西
瑞金市叶坪乡田坞村的现代农
业园内，果蔬长势喜人。这个农
业园总投资3亿多元， 其中的一
个智能温控蔬菜大棚超过3万平
方米，面积之大实属罕见。

贴墙壁立式、 梯形花架式、
空中垂吊式……大棚里各种各
样的阳台种菜“神器”让人感受
到现代农业的魅力。

这么大的投资能挣钱吗？大
棚的“主人”———瑞金叶坪现代
九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宗清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疑问。

他带记者来到一个长条形
的蔬菜架旁，一排排盆栽整齐地
摆放着，一株株蔬菜像鲜花一样
长在盆栽里。 他搬出一盆生菜，
摘下一片菜叶放进嘴里吃起来。
他说：“这是专门为城里人开发
的阳台种菜‘神器’，种菜的基质
来自山区。”

几十厘米见方的盆栽，配好
基质、种子和营养液，售价不过
20来元。 在阳台上放上十来盆，
一家人一年四季都有蔬菜吃。王
宗清说，这种环保、价廉的种菜
“神器”可以快递到家，免费供应
菜种，用户只要打开营养液的开
关滴灌就可以了。这种新产品一
经推出就成了挣钱“神器”。去年
他旗下公司阳台蔬菜业务销售
收入达到2000万元。

瑞金城区的谷丽娜就是奔
着阳台种菜“神器”来的。“花上
200元，既能体会种菜的乐趣，还
能吃上放心菜， 比上街买菜划
算。”她说。

沿着百来米的空中玻璃游
步道前行，大棚内的景色尽收眼
底。西红柿、小黄瓜、大彩椒，五

颜六色，令人目不暇接。

绿色环保，全程电脑控制

在这个由电脑控温控湿的
大棚里， 技术员培育了数十个果
蔬新品种， 与传统农业的面貌完
全不同，附近的群众都感觉新鲜。

“新的蔬菜品种、 新的种植
方式，我带孩子来长长见识。”游
客邵婕带着一家老小在大棚内
游览、拍照。仅大棚旅游观光门
票一项，春节前后不到一个月时
间就收了100多万元。

从玻璃游步道上下来，一个
个三角形的雾培蔬菜装置映入
眼帘，这一装置两边的斜面长满
了塔菜，绿油油的。透过玻璃可
以看到塔菜长长的根须被喷出
的白色气雾浸润着。

“这是雾培技术，绿色环保，
全程通过电脑控制。” 记者提出
要看一看计算机控制室，王宗清
笑着说：“这是我们的核心机密，
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我们种出
放心菜！”

往外一望，一栋栋大棚连绵
起伏，颇为壮观。技术员王树田
说， 智能大棚里研发的新产品、
新技术，就在旁边20万平方米的
大棚内推广种植。

瑞金地处深圳、厦门、南昌
等大中城市之间， 蔬菜不愁销
路。“出售阳台种菜‘神器’、开展
观光旅游、种植的蔬菜销往大中
城市，3个多亿的投入， 预计5年
就能收回投资。”王宗清说。

“当地农民种菜每亩收入不
过六七千元，可这个现代化的大
棚一年一亩至少能赚六七万，翻
了十倍。很多农民参观后，都一
个劲地感叹‘没想到菜还能这样
种’！”瑞金市粮农局副局长钟吉
林说。

“我们计划每年免费培训农
民2000人， 未来几年将建成20
万亩新型蔬菜基地，附近农民将
从蔬菜大棚中获益。” 王宗清信
心满满。 ■据新华社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党委书记郭军（左四）率专家和研究生现场指导农户修剪油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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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培养，研究生成精准扶贫“主力军”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开创教育扶贫新模式，农业硕士从入校起就活跃在“三农”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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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要转型、 农村要发
展、农民要提升，迫切需要各
类现代农业技术专家和现代
农业经营 、 服务与管理人
才———这恰恰是湖南人文科
技学院培养农业硕士的初衷。
4年多时间， 除了已毕业的65
名农业硕士外，目前还有两届
正在就读的76名研究生，从进
校园起，他们就活跃在湖湘大
地的“三农”舞台，成为“精准
扶贫”的“主力军”、服务地方
的“智囊团”、面向田野的高素
质“村官”。

“接地气”项目
凸显精准扶贫新成效

不到两年的时间， 投入帮
扶资金200万元，划拨专项经费
约120余万元，指导农户栽种油
茶、套种黑花生、养殖稻花鱼，
谋划生态农业发展计划。 这是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在定点帮扶
新化县水车镇直乐村的扶贫成
绩单， 在2016年省扶贫办的考
核中获得了优秀等次。 为推进
扶贫工作， 该校还特别设立了
“稻田养鱼配套技术研究及推
广应用、油茶林栽培、社区对接
农业、电商平台建设”等精准扶
贫专项项目， 所有项目均由该
校研究生处组织协调。

在已实施的帮扶项目中，
学校在该村完成了120亩稻田
养鱼项目，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该
校农业科学研究所总农艺师邹
坤告诉记者， 直乐村有着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优势， 项目组
驻村后， 研究生就在老师的指
导下， 对当地气候条件和稻田
生态环境等指标进行测试。研
究生们经常到田间地头为农民

现场指导， 向他们传授稻田养
鱼关键技术， 宣传稻田综合生
态种养发展新理念。

因为油茶从种植到结果所
需时间较长， 为了充分发挥油
茶地效益， 项目组便指导农民
在油茶地里套种了黑花生、西
瓜等经济作物， 并将该村积极
筹建成全国的花生制种基地。

目前， 直乐村不仅是该校
精准扶贫点， 也是研究生培养
基地。 在该校党委书记郭军看
来， 精准扶贫项目是学校转型
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学校培
养农业硕士的一大特色。

“三农工作室”
走出精准扶贫新路子

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永丰
辣酱是双峰特产。与此同时，产
能不足、品牌滥用现象严重、产
品科技含量不高等问题也制约
着这个名优特产的升级。湖南人
文科技学院研究生贺蓓针对这
一现状， 走访了大量企业和农
户，最终撰写了一份关于永丰辣
酱品牌建设的调研报告，得到当
地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这只是该校“研究
生三农工作室” 服务地方农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农业硕士的
职业指向性很强， 就是要为农
村、农业和农民服务。所以我们
在乡镇建立了‘研究生三农工
作室’，让研究生们到乡村去开
展专业实践。”该校校长刘和云
介绍，2014年1月，该校在新化
县委组织部挂牌首个“研究生
工作站”， 同时在新化县曹家
镇和奉家镇建立了首个“研究
生三农工作室”。在每个“三农
工作室” 安排2-3名全日制研
究生开展为期总计8个月的专
业实践。同时，该校将校内导
师和湖南省农科院、娄底各有
关单位受聘于该校的兼职导
师，以及学校相关专业的专家
教授进行优化组合，成立了一
支“校内导师＋校外导师＋相

关专业教师”导师组。
3年来，“研究生三农工作

室” 为合作乡镇的农业发展提
供了全方位服务， 获得各方好
评如潮。

“村官硕士班”
打造精准扶贫新能人

大学生村官是服务于新农
村建设的骨干人才。2013年，湖
南人文科技学院与新化县委组
织部合作启动了大学生村官
MAE培养计划，招收具有一年
以上“村官”工作经验的大学生
村官攻读该校农业推广硕士。

曾勤勇是村官硕士班的首
届学员。2012年大学毕业后，他
考到娄底市杉山镇四季村担任
村官。 这个学工商管理的85后
村官说，虽然是回老家工作，没
有语言的障碍， 但是还是会碰
到很多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对
许多政策不了解， 自己常常要
先听村干部解释一遍， 再去看
书和资料。” 考上村官硕士班
后， 曾勤勇十分珍惜这个到校
园“回炉”的机会，把实践中碰
到的问题带进课堂，请教导师，
开展研究， 除了对政策法规的
研究学习， 还有一些农村建设
的先进经验， 都让他觉得在工
作中很受用。2016年5月，他通
过选拔考试， 成为娄底市娄星
区双江乡副乡长。一个月后，农
业硕士学位证也如期而至。

据该校副校长周发明介
绍， 为了让大学生村官真正能
学以致用，在这个村官硕士班，
除了必备课程外， 还专门增设
“农村组织与管理”、“发展与沟
通”等课程。教学中还邀请了解
湖南农业的专家或领导进行专
题讲座，像工商管理课程中“企
业导师”的传授方式一样，手把
手地教授他们怎样更好地开展
农村工作， 同时也让大学生村
官更全面地了解湖南农业发展
的现状。 ■记者 黄京 苏军华

通讯员 彭健民 陈勇 肖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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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3万平方米智能大棚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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