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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爸，你看，我在家乡的田里‘开飞
机’！”10月 21日，广东惠州一家五金厂
里，正在当班的谭小平接到儿子谭世银从
家乡梁平打来的视频电话。看见视频中一
会悬停一会直飞的无人机，谭小平感到有
些宽慰。

几年前，谭世银跟谭小平说，自己想回
农村搞农业，父子俩为此发生了争吵。在
谭小平看来，从事农业是力气活，风里来雨
里去，远不如留在城里。

让谭小平没想到的是，谭世银干的并
不是“力气活”，而是操控无人机、能“上天
入地”的“技术活”——短短几年间，谭世银
跟着梁平区味源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农
机战队”，先后在全国6个省份作业，农田
管护“战绩”已达到6000亩。看到这份“成
绩单”，谭小平才算是认同了儿子这份乡村

“新职业”。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越来越多的乡

村“新职业”正在涌现。谭小平曾想“逃离”
的农村，如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像谭世银
一样的年轻人回归。

祖辈：
守着4亩薄田，辛苦半辈子仅能糊口

谭小平是梁平区铁门乡新龙村人，在
他的记忆里，父亲谭春木和母亲陈得芬每
天都起早贪黑侍弄土地。

“那时家里5口人一年到头守着4亩
薄田，其中有近一半都在山上。”陈得芬说，

“家里主要种水稻、土豆、红薯，一家人就靠
种出来的粮食糊口。”

然而，无论一家人如何辛劳，温饱却始
终是个奢望。“一次夏天雨水过多，冲垮了
稻田田坎，本就不多的水稻全部被冲走，一
家人只能靠吃土豆熬了半年……”陈得芬
回忆。

“村里有大户用起了拖拉机，耕田速度
快了好几倍，收获的水稻放进机器一搅，就
全脱粒了……”为提高工作效率，谭春木不
止一次想过添置农机，但一想到嗷嗷待哺
的两个孩子，他的想法始终没能落地。

谭小平印象最深的就是，父母年复一
年种庄稼，靠着一年不到1000元的收入将
他和姐姐拉扯大，“牛犁田、人插秧，一年到
头吃不饱”。

1999年，谭小平21岁，周围的同龄人大

多已外出务工。每次同龄人返乡，都会和他
提起，在广东务工一年能挣5000多元——
这几乎是谭小平一家年收入的5倍。

谭小平不想和父母一样围着土地转，
他决定离开农村。

父辈：
随大流进厂打工，一干就是25年

谭小平这一走就是25年。
随着打工的大潮，谭小平来到广东惠

州，先后当过工厂保安、一线工人，后来成
为一家五金工厂的生产科负责人。个中艰
辛，唯有自知。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五金厂当保安，
月薪400元，这离他的目标很远。当他了
解到工厂一线装配工人计件工资更高时，
便主动向厂里申请调岗到生产线上。

“生产线的工作并不比做农活轻松。”
谭小平说，他负责操作抛光机、上色机等机
器，一干就是一整天，忙碌一个月，赚到了
1320元。

这让谭小平看到了希望。几年下来，
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工资也越来越高，
从一线工人升为生产组组长。2006年，谭
世银出生时，谭小平的月工资已经超过了
2000元。

在当时，谭小平的积蓄已足够在老家
盖新房，也能够养活家中老人和孩子，可他
并不想就此回乡，他还想挣更多钱。

“以前的务工者只需要能吃苦就行，现
在则需要更多技术人才。”谭小平很早就察

觉到，工厂里的机器不断革新，“体力活”用
人需求逐年下降。

只有掌握“技术活”才能增加收入！认
准这一点，谭小平开始学习加工技术、向老
师傅们讨教经验。短短几年，他就从工人
成长为车间的生产科负责人，月工资提高
到8000元，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实现了从

“庄稼汉”向“高级技工”的转变。
他常常暗自琢磨：儿子谭世银的条件

比他当年强多了，受的教育也高多了，一定
能在城里找份体面的工作，彻底告别“体力
活”。

儿子：
在田里当“飞手”，手艺强过“老把式”

父母在外务工，谭世银从小便和爷爷
奶奶生活，爷爷奶奶日复一日躬身在田间
劳作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一开始，谭世银的想法和父亲一样：希
望离开农村在城里面找份工作。正当他的
工作悬而未决之时，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
大幕拉开，植保无人机、新型拖拉机等农机
开始在铁门乡变得常见起来。

这让谭世银来了兴趣：“操作农机，感
觉很酷，不仅能帮别人省力，自己也能靠手
艺吃饭。”

思来想去，谭世银报考了梁平职业教
育中心农机专业。这个选择让谭小平暴跳
如雷：“开农机不就是当农民？我千辛万苦
供你读书，是让你回农村当农民吗？”

“爸，现在开农机不用日晒雨淋，干农

活效率高，发展前景也不错，我想试试。”谭
世银将几段农用无人机作业视频发给父
亲，又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职业规划。谭小
平拗不过儿子，便同意让他先“试一试”。

学习一段时间后，谭世银获得了在梁
平区聚奎镇种植大户水稻田里“首飞”植保
无人机的机会。

但他的“首飞”并不顺利。“在学校试飞
场地飞无人机的时候，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可到了农户的地里，一起飞便‘炸机’了。”
谭世银说，无人机起飞后迎头撞上一根通
信线，随即摔了个粉碎。

首飞受挫，谭世银好几天都不敢再拿起
遥控器。梁平职教中心教师李世飞见状帮
他分析了“炸机”原因，并鼓励他再试一试。

调整好心态后，谭世银再次来到稻田，
小心翼翼地让无人机尽量避开电线等障
碍物，终于掌握了技巧。最终，他用两天时
间，独立完成了200余亩水稻的打药作业。

谭世银的“业绩”让一些种植大户惊讶
不已：初入行的小伙，打药质量和效率竟比
他们这些“老把式”高多了。

得到了农户的认可，谭世银学习农机
的劲头更足了。他很快考取了植保无人机
驾驶执照，随后被吸纳为当地味源现代农
业专业合作社“农机战队”的一员，与老机
手“并肩作战”，奔赴全国各地管护农田。

“现在家乡的农田改好了，用无人机等
做农活也轻松，我支持你留在家乡。”谭小
平在电话里，对儿子鼓励道。

得到父亲的认可，谭世银很开心，无人
机在他手里上下翻飞，越飞越高。

谭家三代人的职业演变：从传统农民到务工人员再到乡村“飞手”

父辈“逃离”的农村 正吸引年轻一代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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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解决当前
“三农”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要依靠深化改革。10月25
日，市农科院、市农学会联合举办第二届新时期深化农村改
革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邀请川渝两地“三农”领域有影
响力的专家学者、农业农村部门以及高校师生、企业家、村
干部等各界人士120余人，共同就农村改革中的难点、困
惑、经验方法进行分享交流。

本次学术研讨会分为主旨报告和交流发言两个环
节。在主旨报告中，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智库专家
董进智、市农业农村委乡村振兴督查专员孙小丽、市农科
院农经所农村改革团队首席专家唐丽桂、四川大学副教
授唐鹏、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王珏、西南大学教授黄庆
华、四川沐云文旅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俊春、重庆市异洲社
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胡缙8位嘉宾就“千万工程”实践探
索、巴渝和美乡村建设、二轮土地延包试点等话题作了精
彩报告。

董进智以《让乡村成为诗意栖居之地——四川学习“千
万工程”经验的实践与探索》为题，介绍了四川乡村建设的
历程与经验，强调了艺术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千万工程’一开始就在规划上强调艺术性与科学性
相统一，把村庄建成凝固的艺术。”董进智认为，乡村艺术化
是把乡村建成艺术，把乡村生活过成艺术，要通过建设如诗
如画、各美其美的美丽乡村，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
山居图”，让乡村成为诗意栖居之地。

孙小丽则为与会嘉宾分享了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工作的
开展历程、经验亮点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她介绍，重庆的地形条件使得农村形成了大分散、小聚
居的格局，“院落”“院坝”“院湾”散落各处。近年来，重庆推
行院落微治理，注重党建引领带动群众参与，推动乡村治
理。

唐丽桂紧抓当前农村改革热点，阐述和比较了3个省
市二轮延包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她认为，试点工作开展中，
各地因地制宜作出了很多探索，试点区人地矛盾已得到较
大缓解；其次，试点区在稳定承包权基础上探索小田变大
田，在提升农业效率方面也起到较好成效。

在主题交流发言环节，来自不同领域的7名参会代表
则围绕农村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展开交流。他们从自身
工作出发，分享了政策落地过程中的难点与痛点，遇到的各
种困惑与困难，互相碰撞、寻求共识、共商破题之路。

聚焦农村改革热点难点
川渝专家学者探讨改革路径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你知道钛合金吗？看似“高精尖”的
它，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近期多款
热门智能手机产品均有钛合金材料应用。

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大学生
创新大赛（2024）总决赛中，重庆大学“磁
钛科技”团队凭借在微秒级钛合金电磁成
形设备方面的领先研究，斩获高教主赛道
金奖。这个团队是如何“玩转”钛合金的？
近日，记者采访了“磁钛科技”项目团队负
责人、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大四学生熊
家露和她的队员们。

为攻克钛合金电磁成形
15名跨专业本科生组队搞科研

10月25日中午，重庆大学A区电气
工程学院先进电磁制造实验室，戴着眼镜、
扎着马尾辫的熊家露正在做着电磁成形实
验。

实验室不到20平方米，摆放其间的各
种设备器材，都是熊家露和团队成员们的

“宝贝”。
为何选择电气工程？“可能是因为我爱

折腾吧，从小就喜欢折腾家里的遥控汽车、
遥控器，把它们一次次完全拆解又安装回
去。”熊家露说，当然，大部分时候都装不回
去，或者装回去也用不了，于是，在高考填
报专业志愿时，她选择了电气工程。

“我们学院有3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大
一时，我就对输变电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
验室研究的电磁力产生了兴趣。”熊家露
说，为推进新工科建设，学校向全校学生开
放了国家级科研平台和教学平台，于是，她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入该实验室先进电
磁制造团队学习。

此后，熊家露不仅学习电磁成形技术
相关知识，还跟着老师和师兄师姐们开展
电磁成形实验。

什么是电磁成形？“电磁成形就是利用
瞬间的高压脉冲磁场，迫使坯料在电磁力
作用下，高速成形的一种方法。”熊家露拿
起一块前不久才成形的钛合金片展示。

在实验过程中，熊家露发现，对于导电
性较差的钛合金来讲，电磁成形非常困难，
便萌发了攻克钛合金电磁成形这一难题的
想法。

在一次讨论中，她勇敢地提出这一想
法，没想到得到老师和师兄师姐们的肯
定。在指导老师周言的鼓励下，她和机械
与运载工程学院马钦仕、电气工程学院汤
靖、环境与生态学院李颖、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赵婉妤等14名本科生组建起“磁钛科
技”团队。

做了无数次测试
曾发生过局部爆炸

做科研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对一个
本科生团队来说。

“钛合金电磁成形并非易事。”周言说，
比如，钛合金难以在电磁场中感应足够使

其成形的电磁力。
要产生足够的电磁力，需要在眨一次

眼睛万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内，对脉冲波形
进行控制。这就需要团队的研究从电路结
构、连接装置等从头开始设计，同时配合所
需绝缘强度开展仿真与实验研究，逐步攻
克电路优化降低杂散参数等难题，最终才
能研制出微秒级钛合金电磁脉冲成形设
备。

“为得到某个平衡值，我们做了无数次
测试。”熊家露说，去年夏天，团队中的一位
同学将线圈之间的距离设置得太近，而熊
家露为了提高电磁力，又将工作电压设置
得较高，导致线圈间的绝缘材料瞬间被击
穿，造成局部爆炸并发出巨大的声响，“有
个女生直接被吓哭了。”所幸无人受伤，也
没造成大的破坏。

还有一次，实验造成短路放电，不仅造

成实验室跳闸，还打坏了门卫师傅的电
视。“受挫感肯定有，但哪有随随便便的成
功，我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并第一时间
与团队成员沟通，一起制定改进计划。”熊
家露说。

在设计钛合金管件电磁力机构时，要
先通过有限元仿真软件进行模拟，但仿真
模型一直难以实现应有效果。那段时间，
熊家露便泡在实验室两个周期，反复学习
调试模型参数。在仿真完成确定具体结构
后，为了节约时间以及方便沟通，熊家露又
与团队成员跑去机械加工厂陪师傅一起加
工。

做科研要找准企业需求
解决实际问题

“这次能拿下国赛金奖和重庆赛区冠
军，与我们这个项目既攻克技术难题，又契
合企业实际需求有关。”获奖后，熊家露在
与团队成员总结时分析道。

她说，团队一开始只是聚焦于技术的
突破，但该技术是否契合企业需求，是否能
真正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难题，他们并未
多想。

在此次参赛过程中，另一位项目指导
老师、市教委就业创业专家库导师王鹏飞
带他们走进赛力斯、长安等企业生产一线
进行调研实践，了解企业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更精确地找准企业的需求。

“钛合金具有强度高、耐性好等优势，
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汽车产业、航空航天与
生物医疗等领域。”熊家露说，未来，她将继
续带领团队深耕钛合金电磁成形领域，不
断升级迭代技术，继续开发智能化、数字化
钛合金电磁成形设备，以小小的创新，助力
钛合金等低电导率、难变形金属的应用推
广，帮助企业解决实际生产问题。

重庆大学团队斩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

15名本科生“玩转”高精尖的钛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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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要看到，部分指标不及预期、投资增速偏低、科

技创新能力总体偏弱……当前重庆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
的情况和问题，且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不宜
盲目乐观。

对于这些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烦恼，我们要全面客
观冷静看待，奔着解决问题去，全力以赴推动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工业“冲刺跑”动力强劲

四季度是定全年、保全局的收官季。那么，冲刺四季
度，重庆是否有能力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

答案不会自动显现，只能在真抓实干的行动中得出。
工业是重庆经济的“大梁”，工业稳则经济稳。决战四

季度，重庆工业可堪重任。
一方面，重庆始终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全局的突

出位置，特别是去年吹响“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
设“冲锋号”以来，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
持续发力，未来产业频频落子布局，将有力推动工业经济持
续稳定增长。

另一方面，一大批项目建设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可为
重庆工业经济提供新的增量。比如，10月10日，西南最大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在江津白沙工业园开工；10月
11日，重庆港长寿冯家湾化工码头二期，长江上游规模最
大、卸油速度最快的航油装卸码头投用。

“三驾马车”开足马力

投资、消费、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决战
四季度，重庆“三驾马车”将开足马力，不断巩固增强经济向
上向好势头。

扩大有效投资。重庆东站站房及配套综合交通枢纽工
程加紧建设，重庆港主城港区洛碛作业区项目一期工程加
快推进，北京壹永科技肿瘤大数据及人工智能项目等30个
招大引强项目“抢滩”落地渝中区……四季度重庆的有效投
资有望持续扩大。

释放消费潜力。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重庆共接待国
内游客2268.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1%；游客花费154.02
亿元，同比增长15.8%；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140.4%，文
旅市场展现较强活力。

不仅如此，热闹的商圈、火爆的以旧换新、层出不穷的
新消费业态，四季度重庆“买买买”的消费潜力将得到进一
步释放。

稳住外贸基本盘。江北国际机场40条国际客货运航
线通达全球26个国家、36个城市；重庆铁路口岸，一辆辆
进口汽车即将送到客户手里，同时一批“重庆造”汽车准备
发往海外；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满载货物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跨境公路班车进出有序……重庆外贸发展底气足。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5188.5亿元，“新三样”出口额增长1倍，跨境电商进口增长
8%，新设外资企业277家、同比增长13.5%，实际使用外资
6.94亿美元、同比增长62%，外资招商增速保持全国领
先。四季度重庆外贸“稳”的态势将进一步巩固，“好”的预
期正在形成。

距离年终仅剩不到70天，能否在困难和压力中跑好
“冲刺棒”，关键就看冲劲足不足。

实干才能出实绩。以攻坚克难、一往无前的冲劲，锚定
目标任务，敢闯敢干、敢作敢为，尽可能将工作做在前面，把
各方面的优势和活力激发出来，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
更有信心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数读数读··重庆乡村就业情况重庆乡村就业情况
●●20222022年起年起，，我我

市启动乡村产业振市启动乡村产业振
兴兴““头雁头雁””培育培育，，计划计划
到到 20272027 年培育年培育““头头
雁雁””20002000人人，，目前已目前已
累计培育累计培育800800人人

●●目前目前，，全全
市已培育各类市已培育各类
劳 务 品 牌劳 务 品 牌 131131
个个，，覆 盖覆 盖
人口人口 240240
万人万人

●●近年来近年来，，重庆通过重庆通过
探索探索““引育留用引育留用””乡村人才乡村人才
机制机制，，先后培育认定农村先后培育认定农村
实用人才实用人才5454..77万人万人，，其中其中
高素质农民高素质农民2828..55万人万人、、农农
村致富带头人村致富带头人67006700人人

●●目前目前，，重重
庆 已 打 造庆 已 打 造 632632
个个就业帮扶车就业帮扶车
间间，，帮助帮助 11..22万万
余名余名农户在家农户在家
门口找到工作门口找到工作

●●今年今年，，我市印发我市印发《《20242024年乡村人年乡村人
才振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才振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明确实施明确实施
万名乡镇公共服务人才集聚工程万名乡镇公共服务人才集聚工程、、万名万名
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工程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工程、、万名乡村工程万名乡村工程
技术人才培育工程技术人才培育工程、、万名农民合作社带万名农民合作社带
头人培育工程等头人培育工程等2121项项任务清单任务清单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委市农业农村委 制图制图//丁龙丁龙 张潇月张潇月

◀◀1010月月2222日日，，谭世银谭世银（（右右））和农和农
机教师李世飞在一处茶园进行无机教师李世飞在一处茶园进行无
人机作业人机作业。。

记者记者 刘冲刘冲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