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9日，铜梁区在西郊绿道举行龙灯龙舞大巡游，喜迎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通讯员 郭洪 摄/视觉重庆

庆丰收、迎小康，今天是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和历史罕见
特大洪水后，今年我市广大农民朋友依然喜获丰收，成果来之不易、鼓舞人心。丰收节前夕，
本报记者深入区县采访了三位农民朋友，与读者一道分享他们丰收的喜悦、丰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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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9月 21日，梁平区龙门镇龙
凤社区，水稻收割进入尾声，种植
大户邓中忙着秋翻整地，为来年春
播春种做准备。今年，他组建的水
稻专业合作社喜获丰收，9000余
亩稻田平均亩产稻谷1000多公
斤，合作社与800余户村民签订了
水稻全程机械化社会化作业服务
协议，实现水稻机收机种。

圆脸、微胖、戴着黑框眼镜，
30岁出头、看上去斯斯文文的邓
中是一名“新农人”。2012年，他
辞去高校教师的“铁饭碗”，怀揣梦
想返回梁平老家种水稻。他希望
让荒芜的田野重新长出金黄的稻
穗，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彼时，乡亲们还以种植本地老
品种水稻为主，产量低、口感差，根
本卖不上价。“要增加种粮效益，改
良品种是第一步。”邓中坦言，大家
种惯了老品种水稻，一下子要更新
换代，反对声不少。于是，邓中成
立水稻专业合作社带头流转了
600亩地，种上新品种优质水稻。
到秋季，田里稻浪滚滚，金黄的稻
穗颗粒饱满，不少米厂上门求购，
收购价比常规稻高出一大截。村
民们看到有赚头，纷纷加入合作
社，改种新品种水稻。

种地是个“苦力活”，村里留
守老年人多，缺乏劳动力成为制

约水稻规模化生产的主要因素。
2017年，邓中又组建起“田保姆”
农业服务队，聘请职业农民帮助
种粮户对水稻种植进行全程机械
化作业。

“这几年，我把稻田都拿给合
作社托管，自己只需购买种子、农
药和支付每亩每年300元的工钱，
就坐等水稻收成。”村民张增华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机械化种植后，
粮食产量提高30%，合作社以高
于市场价的保底价回收稻谷，他每
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

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把重
活、累活“外包”出去，即使年迈的
老人也能成为种粮大户。与此同
时，合作社还不断提高机械化程
度。去年，他们就引入了一款浅水
直播机，平均每5分钟就能完成1
亩地的水稻直播。“水稻直播省去
了育秧、移栽等人工环节，只需一
个飞手指尖操作，就可完成大田栽
种。”邓中说。

目前，邓中组建的水稻合作社
已覆盖梁平龙门镇、新盛镇、安胜镇
等八个乡镇。“但我们的眼光不能仅
局限于种植，种水稻也能种出新花
样。”邓中坦言，乡村产业要蓬勃发
展，一定要与旅游结合起来，下一
步，他将借助水稻基地打造农耕文
化体验游，融合乡间民宿、农事体
验、农机展示等，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致富。

梁平“新农人”邓中——

一片稻田种出新花样
□本报记者 左黎韵

“范总，多亏你搞起了风萝卜深加
工，让我们种萝卜也能挣钱，我要将种
植面积再扩大5亩。”9月19日，丰都
县龙河镇洞桩坪村，禾禾禾生态农业
公司总经理范红容正在地里和村民们
一起播种萝卜。在禾禾禾公司的带动
下，今年，贫困户向颜明种的萝卜再次
喜获丰收，他高兴得老远看见范红容
就嚷嚷说要扩大种植规模。

洞桩坪村海拔500多米，得益于
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这里出产的萝
卜红皮白心、脆嫩化渣，不仅深受丰都
人喜爱，还销往涪陵、石柱等周边区
县。到冬季，当地村民习惯将新鲜萝
卜切条，用竹篾穿起来晒干后制成风
萝卜干。

然而，随着市面上蔬菜品种不断
丰富，竞争愈加激烈，加上龙河一带交
通闭塞，当地农户又不熟悉市场，销售
渠道单一，蔬菜行情不好时，大量萝卜
烂在地里，这让从小在龙河长大的范
红容颇为心疼。

事实上，早在2013年，范红容就辞
去沿海的工作，在洞桩坪村成立农业公
司，建立了种植基地和加工厂房，发展
风萝卜产业。然而，农业产业投资大、
回报慢，公司很快因缺乏后续资金陷入
困境，她不禁打起了退堂鼓。2015年，
在村支两委帮助下，范红容向银行成功
申请到90万元的无抵押助农贷款。利
用这笔资金，范红容一改过去农家“小

作坊”的生产方式，引入生产线对整个
生产工艺进行提档升级。“我们采用控
温风干技术进行封闭式流水线生产，有
效克服传统风萝卜晾晒周期长、易霉变
的缺点，产量和品质都有了很大提升。”
范红容告诉记者。

2016年，范红容为风萝卜干注册
了商标“舔碗匠”，以提高产品辨识度，
同时借助消费扶贫、农交会、特色农产
品展等活动，不断打开销售市场，逐渐
将风萝卜干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地。
随着产品销量节节攀升，基地种植的
萝卜已无法满足生产，2018年，范红容
决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带动周围村民发展萝卜种植，分享
产业红利。

贫困户向颜明就是范红容发展的
第一批萝卜种植户。“种子、肥料都由
公司免费提供，还有农技专家定期指
导生产，种出的萝卜不仅个头大、口感
好，而且由公司按照不低于市场价的
保底价统一回收，一点不担心销路。”
向颜明高兴地说。2018年，他种植6
亩萝卜，亩产达3000公斤，光卖萝卜
他就挣了2万余元，实现了当年脱贫。

截至目前，禾禾禾生态农业公司
共带动龙河镇2000余户村民规模种
植萝卜，涉及洞桩坪村、长坡村、毛天
坝村等6个村。今年，公司又搭建起

“线上线下”展销平台，借助双晒直播、
网红带货等互联网营销手段，平均每
月风萝卜干的线上销售额就达20余
万元。

丰都返乡创业者范红容——

一个工厂带动全镇种萝卜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往年种的洋芋只能当粮当菜
吃，现在，登娃子用啥子网把洋芋
卖出了大山，价钱还好得很！”9月
21日，巫山县骡坪镇义和村贫困户
宋明山乐呵呵地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

宋明山口中的“登娃子”叫邱
先登，今年35岁，一直致力于将当
地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卖到全
国各地。巫山高山洋芋、纽荷尔、
W默科特、脆李等当地特色农产
品，都在他的店里一一变成了“网
红”。

“农民丰收的农产品卖出去
了，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变成实实
在在的效益，这才是真正的‘丰
收’。”邱先登说。

邱先登是巫山县骡坪镇义和
村人，早年在深圳打工。2016年，
他转行农村电商，开设微店“印象
巫山”，老家义和村的洋芋成了他
的首选商品。第一年试水结果并
不理想，他只卖出了四五吨，乡亲
们的洋芋依旧好多都烂掉扔了。
第二年，他和当地5名农村电商从
业者一起搞了个“爱心助农”活动，
不赚钱帮助农民销洋芋。当年，巫
山洋芋便在互联网上打出了名头，
有了很多回头客。过去卖不出去
的巫山洋芋突然变成了“网红”热
销品，大家都争着种。到了今年，

仅他的“印象巫山”，便销售巫山洋
芋150吨左右。

后来，邱先登又根据季节，销
售巫山脆李、纽荷尔等当地特色水
果。柑橘是巫山的特产，今年喜获
丰收，可受疫情影响，柑橘销售出
了问题。春节一过，当地便组织电
商帮助农民卖柑橘。2月25日，邱
先登来到柑橘滞销的巫峡镇梨早
村，“树上还挂满了果子，果农见有
车进村，眼里满是期盼。”邱先登咬
咬牙，当时就以往年一样的价格下
了100吨柑橘的订单——这个数
目，几乎是他过去一个柑橘销售季
的总量。

这次销售柑橘的成功经历，让
邱先登又多了一份作为农村电商
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如何才能
帮助农民销售更多农产品呢？

邱先登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对
于农村电商来说，供应链环节是核
心，只有做好源头的品质把控、专
业的包装、快速的发货以及选择专
业的物流，才能让农产品顺利通过
电商平台卖出去。

“我们投资200多万元，购买了
专业的分拣设备、建物流仓库等，
今年11月中旬，这个专业的巫山

‘土货’供应链平台就可正式投
用。”邱先登说，要完善产业链让那
些优质的“土货”真正成为符合市
场要求的商品，让农民朋友年年都
收获丰收的喜悦。

巫山农村电商从业者邱先登——

一方“山货”卖出“网红”价

▲邓中正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
通讯员 陶开星 摄/视觉重庆

▲邱先登在给农产品打包。
通讯员 曾露 摄/视觉重庆

▲范红容（中）正在检查风萝卜加工生产。
（受访者供图）

看，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
——三位农民的丰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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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凉风村，游客参加“战脱贫 庆丰收 迎
小康”中国农民丰收节钓鱼比赛。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9 月 21 日，第三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璧山庆
祝活动在七塘镇么滩院子
拉开帷幕，当地农民自己动
手做“丰收宴”。
记者 龙丹梅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