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4 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
责编 赵本春 美编 李梦妮

区县新闻中心 63907172 视觉影像新闻中心 63907227 报纸编辑中心 63907186/63907179（传真） 新重庆客户端（融媒体编辑中心）63907249 全媒体营销中心 63907707 63907714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4月21日，云阳县，久违的大雨终
于来了。

“下雨了！下雨了！”杜小兵拨通
电话通知同事，随即驾车直奔云阳镇
三坪村。今年，他计划在三坪村栽种
600亩红薯。见大雨如注，他有些兴
奋，“多叫些人，抓紧栽红苕！”

2000亩红薯、2000亩土豆、2000
亩油菜、1000亩水稻……这是杜小兵
今年的目标。一场透雨，让他多日的
愁容舒展开来。

杜小兵是重庆农高智飞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农高智飞科技）总经
理。别看他30岁出头，初中文化，却
因改装无人机、农机等设备获得6项
专利，用无人机播种、施肥、运输等方
式种地，亩均利润有500多元。

2005年，杜小兵随父母到上海打
工。2013年，在温州创业亏了60万
元。随后，杜小兵回村种地却成了一
把好手，先后当选重庆市劳动模范、入
选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名单。

返乡路：黄桃园里觅新生

杜小兵冒雨指挥红薯栽种队伍。
这个皮肤黝黑的汉子轻抚红薯苗，仿
佛触摸十年前的自己。

杜小兵在上海打工那些年，修车、
开车、当小包工头。

“挣了点小钱就飘了。”至今，父亲
杜海树还有些埋怨儿子。2013年，杜
小兵投资60万元建包装厂，结果血本
无归。

那些年，上海的黄桃卖得不错。
想起老家村里闲置的土地，杜小兵有
了回村搞农业的念头。

2015年，四位好朋友为杜小兵凑
了8万元，买了3000株黄桃苗，送他
回到云阳老家。在水口村，杜小兵流
转50亩地，种下黄桃苗。除了自己摸
索，镇里推荐他参加县里农业产业培
训，学技术、管理、市场开拓。黄桃要3
年才投产，他按照老师指点的“以短养
长”，喂养了30只山羊、2000只蛋鸡，
希望在短时间内有些收入。

“场子铺大了，怕他忙不过来。”
2016年，母亲李明友说服丈夫，回老家
帮儿子。

杜小兵的羊没有养成规模，养鸡
又碰上禽流感。儿子的努力，李明友
与丈夫看在眼里。他们鼓励儿子，只
要人不懒、志气不垮，总会有成功的那

一天。
2018年，黄桃终于结果，当年就

卖了6.5万元，如今这片果园年产值突
破50万元。

突围记：无人机改变传统农业

在农高智飞科技陈列室，6项专利
证书见证着这个初中毕业生的逆袭。
地面摆放的无人机喷火器，曾一年清
除460多个马蜂窝；角落里的机械抓
手，承载着山区智慧运输的革新。

云阳是三峡库区移民大县。20多
年前，杜小兵的一些亲戚移民到上
海。闲聊时，亲戚告诉他，当地开始采
用无人机对水稻病虫害进行统防统
治。

“上海的水稻要在8月统防统治，
云阳的黄桃那时刚好卖完。”2018年8
月，杜小兵买回一台大疆无人机，随即
带着无人机直奔上海，“一个多月就挣
了4万元！”

次年，杜小兵组建起6人飞防队，
两个月创收20万元。这个“大玩具”
成为他打开全国市场的钥匙，河南小
麦、贵州茶叶、新疆棉花、陕西苹果等，
杜小兵的农机团队覆盖10余省、年服
务面积达150万亩。

云阳山高谷深，当地村民多靠肩
挑背扛。飞防让他受到启发：可否用
无人机转运黄桃？

杜小兵带领团队研发出机械抓手
安装在无人机上，无人机1个小时就
能运送2吨黄桃，成本只要40元。以
往2吨黄桃，4个人要背一天。这不仅
节省了成本，还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
损伤。

尝到“甜头”后，杜小兵迷上了各
式农机，随时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对无
人机、山地除草机、小型拖拉机等进行
组装、改造、研发，在当地建起首家农
机社会化服务合作社。

“无人机让我找到了新赛道。”从山

地除草机到水肥一体化设施，这个曾经
的机械修理工用智慧装备重塑着传统
农事。

蹚新路：智慧种植+精深加工

在云阳县洞鹿乡洞鹿坝，350亩
绿油油的秧苗正拔节生长。

“这是我们的飞播试验田。”去年，
杜小兵首次飞播栽秧，一亩的水稻播
种仅用了3至5分钟，是传统人工播种
效率的20多倍；种子出芽率高、株距
行距可控，长出来的秧苗抗倒伏能力
强。他介绍，省去育苗、插秧环节，施
肥、喷药用无人机，亩均成本降了200
元，亩产量却达到1280斤。

正是看中杜小兵敢闯敢拼的劲
头，当地国有企业重庆农高事业集团
有限公司与他合伙成立农高智飞科
技，开展智慧农业设计、安装、生产。

杜小兵坦言，飞防业务门槛低，后

来加入的人多了也不挣钱；同时种地
成本高，不少撂荒地整治出来也没多
少人愿意种。他说，“必须蹚出一条低
成本、高效益的种植道路。”

同样的地、同样的庄稼，杜小兵去
年的水稻亩均利润350元、红薯600
元、土豆1000元、油菜300元，所有的
农作物算下来亩均利润有500多元。

“关键在降本增效。”杜小兵介绍，在
耕作上，采用智慧农机耕田收割，无人机
喷药撒肥，尽可能降低成本；在品质上，
选用前沿良种，提高品质、产量，卖个好
价钱。

去年，杜小兵试种多个红薯品
种，最终选定淀粉含量高的商薯19、
渝薯27，用于鲜食的烟薯25，今年开
始大面积种植。听说山东滕州马铃
薯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他又前去
学技术、引品种。

现在，一条“智慧种植+精深加工”
的产业链正逐步形成。他优先委托种
植基地附近的大米加工厂、菜油加工厂
代加工。4月初，他又引进湖北一家酸
辣粉生产企业，专门用土豆、红薯加工
粉丝。

“过去是我们的学员，现在是我们
的讲师。”云阳县农业科技信息中心主
任彭敏介绍，如今杜小兵提供设备、场
地，为学员们传授智慧农业技能和经
验，带领大家增收。

去年，杜小兵入选全国农机使用
一线“土专家”。今年，他又在四川南
充流转500亩稻田种植水稻。从黄桃
园到无人机，从50亩试验田到跨省种
植，十年突围，杜小兵用自己的故事证
明，种地不仅是生计，更是值得骄傲的
事业。

务工返乡人员杜小兵：

回村种地 逆袭成农机“土专家”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邱小雅

5月6日，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
院掌声雷动！28岁的赵心童顶住三届世
锦赛冠军威廉姆斯最后阶段的反扑，以
18:12力克对手，成为第一位夺得斯诺
克世锦赛冠军的亚洲球员。

有细心的观众发现，赵心童球衣右
侧印着的其个人主赞助商“荆龙”，是一
家生产台球用品的重庆品牌。事实上，
荆龙球杆既不是国际主流品牌，也不是
国内一线品牌。这样一家名不见经传的
重庆企业，是如何意外站上世界舞台的？

5月8日，记者联系上荆龙创始人童
富强，讲述了背后的故事。

2023年2月，童富强与合伙人创立
了重庆宁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荆龙球
杆”便是旗下专注台球用品的品牌，生产

基地位于永川区港桥大道。
童富强介绍，与赵心童结缘要追溯

到4年前。2021年至2022年，赵心童先
后夺得英锦赛、德国大师赛双冠。“我和
合伙人被他圈粉，但不久后他就被禁赛，
非常惋惜。”童富强说。

2025年4月初，距离斯诺克世锦赛
开赛仅剩两周，复出不久的赵心童宣布
将持外卡参赛。荆龙球杆团队主动通过
赵心童经纪人与其火速敲定两年赞助协
议。

谈到赞助的原因，童富强表示，一是
斯诺克世锦赛是全球大赛，品牌展示有
利于提升影响力，二是为小赵助力。

“老实说，签约之初我们没想到赵心
童会夺冠，但他的出色发挥给我们带来
了意外之喜。”童富强说。夺冠当天，童
富强在朋友圈写道：克鲁斯堡杯终于刻

上中国人的名字。
赵心童夺冠的这场比赛，被外媒称

为“斯诺克史上最动人的逆袭”。对这家
重庆台球品牌来说，也是一次逆袭。

5月8日，在重庆永川区港桥大道，
荆龙球杆15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
地正开足马力生产球杆。“目前，品牌主
要采取的是经销商代理模式，自从赵心
童夺冠后，每天都有上百家经销商打来
电话寻求代理合作。”正在带队参加第十
九届广州国际台球及配套设施展的童富
强说，已经与几十家经销商约定了洽谈
时间。

童富强表示，从选材到制作，一根台
球杆的制作时间大约需要两个月，现在
订单量上来了，但必须保证每一根球杆
都是精益求精。

一场创历史的比赛，也让行业迎来

了新蓝海。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的
《2024-2029年桌球行业市场深度分析
及发展规划咨询研究报告》预计，到
2025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
级别。

就重庆台球发展来看，也有一定底
蕴。“重庆热爱台球运动的人还是很多，
大大小小的台球馆也随处可见。”童富强
非常看好台球行业的发展前景，企业也
将不断开发新产品。

“其实在体育用品制造方面，重庆已
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制
造企业，推动了重庆体育产业的升级和
发展。”重庆工商大学应用经济系主任李
然表示，就台球运动而言，在国家政策鼓
励体育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有望借赵
心童夺冠所掀起的斯诺克热潮，走进产
业新蓝海。

赵心童夺冠 带火重庆这个台球品牌
开赛前两周，这家渝企才与其敲定两年赞助协议

“村”潮涌动 向“乡”而行
——重庆“四进三回”行动

全媒体系列报道⑧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臧博

潼南区花岩社区，罗梨宾在果
园里向村民传授果树管护经验；武
隆区双河镇木根村，菜农们在农技
员的指导下经营着高山菜园；云阳
镇山坪村，“土专家”杜小兵正操控
无人机巡查黄桃园……

这些生动的人物和故事，都来自
本报“村”潮涌动 向“乡”而行——重
庆“四进三回”行动全媒体系列报道。
在这组报道里，你能看到活跃在乡村
的新农人，能看到发生在乡村的新鲜
事，能看到巴渝乡村的新变化。

作家阿来说，“人生如旷野，自由
和答案都在风里”。其实，广袤的巴渝
乡村，何尝不是机遇的旷野、希望的田

野。重庆用“四进三回”行动，让更多
人在乡村找到答案。

“四进”，是规划、科技、经营、资
金进乡村；“三回”，是能人、青年、务
工人员回乡村。“进”的是优质要素，

“回”的是优质人才。在“进”与“回”
的双向流通中，乡村振兴的平台搭好
了、领域拓宽了、渠道畅通了。过去
制 约 乡 村 发 展 的 短 板 ，在“ 进 ”和

“回”里得到补齐。各美其美的巴渝
乡村，慢慢成为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
创业创新的乐园、实现抱负的热土。

优质要素和优秀人才，是乡村产
业振兴的基础。产业兴，则村民富、乡
村美。一区一县、一村一镇，用好“四
进三回”，找到发展产业的“金钥匙”，
也就打开了乡村振兴的“幸福门”。在
本报系列报道里，读者们能看到很多
生动的例子——一项传统技艺、一样
土特产、一个技术带头人，都可能成为
撬动乡村产业的关键变量。这些例
子，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人们可以在
报道的案例中，总结寻找为己所用的
经验。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
大库区于一体。大有大的挑战，大也
有大的优势。以“四进三回”为契机，
引活水、聚人才，将更多优质资源整合
起来，将更多优质要素汇聚起来，就能
把重庆“大”的优势再放大，去改变一
人一户、一村一镇的面貌，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有要素、有人才、有机遇，干得成
事业、留得住人才、守得住乡愁，这样
的巴渝乡村，才是希望的田野、有风的
旷野，才值得更多人在此寻找答案。

让更多要素汇聚在希望的田野

■彭瑜

农业的天地有多宽广？杜小兵用
7000 亩试验田作答。当传统农人还
在为“种地不挣钱”发愁时，他用无人
机在云端播撒希望：1小时运送2吨黄
桃的机械抓手、飞播水稻20倍的效率
提升、亩均 500 多元的利润……这些
数字背后，是一个新农人对土地的深
情与智慧。

农村的大有作为，不仅在于技术
的革新，更在于精神的传承。父母在
黄桃园里的坚守，朋友凑出的 8 万元
创业基金，国企伸出的合作之手，共同
托举起这个初中毕业生的“智飞梦”。

当他带着改装的山地除草机走进
田间课堂，当“烟薯25”的甜蜜从试验
田蔓延到酸辣粉生产线，这不只是个
体的逆袭，更是一个群体对乡村振兴
的生动诠释。正如杜小兵所说：“失败
不可怕，怕的是对土地失去想象力。”

雨后的三坪村，红薯苗正舒展嫩
叶。杜小兵的故事让人相信，在农机轰
鸣与数据流转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耕叙事正在被改写。当无人机掠过
巴渝山乡，划出的不仅是智慧农业的
轨迹，更是一代新农人献给土地的浪
漫诗行——这里永远生长着最坚韧的
希望，只要敢闯，每一寸土地都能成为
人生的“高附加值试验田”。

失败不可怕，怕的是对土地失去想象力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立夏时节，天气阴晴不定，刚刚经历暴雨洗刷
的巫溪县峰灵镇九龙村焕然一新。

驱车进村，四周群山环绕，约两米宽的村道连
接着为数不多的民房，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住着
2000多人，50岁以上的村民接近一半，他们中许多
因年龄大、无一技之长等原因而选择留在村里。

但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却培育出一家
年产值过千万的汽车内饰代加工企业，满足了峰灵
镇及周边乡镇上百名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员工
平均月薪达6000元。今年，企业还计划转代加工
为自主加工，冲刺2000万元的年产值。

生产效率极低，高薪招揽人才

2021年，在外务工多年的九龙村村民冉啟木
回老家，得知一个朋友正在找人合作建厂做汽车内
饰。“尽管从来没接触过这一行，但我一直想找机会
回老家创业，同时陪陪家人，所以决定先接触一
下。”冉啟木说。

汽车座椅面套的裁剪、缝纫必须要人工处理，
这意味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此前，九龙村内有
一家制衣厂，许多村民都接受过缝纫培训。后来
制衣厂倒闭，厂房闲置，这些村民的缝纫技能也荒
废了。

很快，冉啟木和同村的周孝明一起投资近200
万元，注册成立了重庆明翼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明翼汽车内饰），他任总经理，并租用了
闲置厂房，主要为车企提供代加工服务。

2021年8月，明翼汽车内饰正式投产。冉啟木
也迎来了噩梦般的三个月。

“当时公司招了20多个人，负责一条生产线，
由于大家从来没有接触过汽车内饰生产，也没人
教，工作效率非常低，刚开始一天也做不出一套汽
车内饰产品。后来熟练一点了，一天能做5套，但
投产后的三个月里公司总产量仅90套。”冉啟木
说，一套产品的代加工费是60元，前三个月公司仅
收入5400元，而一个工人每月固定工资是4000
元，前三个月就支付了30多万元的工资。

冉啟木只能四处寻找成熟的技术人才，但许多
人觉得太偏僻，不愿意来扎根。

“公司体量小，前景不明，不愿来也是意料之
中。”冉啟木说，当时只能咬牙开出了年薪20多万
元的待遇吸引人才，最终才招来一名成熟技工。

有了技术指导，明翼汽车内饰的生产效率显著
提升，甚至能日产100套汽车内饰产品，增资扩产
的想法也随之在冉啟木脑海中萌生。

“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把产量做大才有好的发
展，这就需要大量劳动力。”冉啟木说，本以为招工
是最简单的事，但招聘消息公布后，根本没人应聘。

镇干部帮忙，村民争先恐后应聘

经过一个多月努力，明翼汽车内饰还是没招到足够的工人。冉啟木
只能向峰灵镇党委书记汪大禹求助。

当时，汪大禹组织全镇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发现许多村民都知道企业
的招聘信息，他们之所以不去应聘，以为明翼汽车内饰就是已经倒闭的制
衣厂。

了解原因后，汪大禹随即组织各村干部通过干部会、院坝会等向群众
宣传明翼汽车内饰的发展情况，消除误解。对于工资问题，他们建议企业
通过银行代发，每月按时下发，避免拖欠工资；对于信任危机，镇政府出面
为企业担保，并设置信誉担保金，保障群众利益。

镇干部还走访了周边主营做鞋、制衣等业务的企业，请他们在公司内
部进行宣传，推荐有就业需求的员工家属到九龙村应聘。不少镇、村干部
还发动身边的朋友为企业宣传，让更多人知晓企业的真实情况。

“历经一个多月的宣传，不少村民主动上门咨询，有的当场就决定加
入公司。”冉啟木说，经过筛选、培训，2023年，公司的成熟工人达到了50
人，第二条生产线成功投产。

去年，订单越来越多，明翼汽车内饰又新建了一条生产线，在镇干部、
公司员工、周边村民的共同宣传下，许多村民争先恐后来应聘。

“目前公司现有员工118人，其中七成是峰灵镇的人，离家近、工资较
高、活儿也不累，不少在外地打工的村民也主动回村了。”冉啟木说。

刘军是返乡务工人员之一。他说：“之前在工地工作，缝纫对我来说
太轻松了。一个月不仅能拿六七千元的工资，还能照顾老人和小孩，真是
一举多得。”

三条生产线，冲刺2000万元年产值

“目前大家都已轻车熟路，三条生产线‘火力全开’，一天就能生产
750套汽车内饰产品，在业内具备了一定竞争力。”冉啟木说，去年公司的
年产值首次达到了1500万元。

今年4月，明翼汽车内饰又成功拿到了国内一家知名车企的订单，未
来三年每月都需供应4000套汽车内饰产品。

借助这笔订单，明翼汽车内饰计划进一步转型，既承担代加工业务，
又进行自主生产，拓展公司业务范围。

“汽车内饰主要包含座椅套、安全气囊的生产，之前加工所需的座椅套
的原材料大多由客户提供，我们只进行缝纫。而安全气囊则需要自己单独
购买，公司的生产自主性较低，一旦原料供应出现问题，就要停产。”冉啟木
说，今年他们在韩国订购了一台气囊机，很快就能进厂投产，他们还提前备
好了生产座椅套所需的原材料，只待气囊机到位，就能自主生产全套产品。

为确保有充足的订单，从去年开始，冉啟木就在全国各地寻找客户，
目前他已经在安徽、陕西找到两家汽车企业，并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今年
公司的目标是冲刺2000万元的年产值。”冉啟木说，今后订单稳定后，他
计划再次增资扩产，让更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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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啟木正在整理汽车内饰的生产材料。
记者 周传勇 摄/视觉重庆

【 记者手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