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曾经的芯片设计师
李明攀转行当了农民。

之前，因为长期加班搞垮了
身体，他身患肠炎，一度暴瘦30
多斤。恢复健康后，他决定告别

“996”，做一名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新农人。

15年扎根田间，四十出头的
李明攀已是满头白发。他创办的
谦益农业也成为国内生态农业的
代表性企业，被评为国家级生态
农场、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

但最让他自豪的是，身边已
经聚拢了一批年轻人，“为山区的
撂荒地找到了一条生态农业发展
之路”。

15年创业，锁定生态农业

隔行如隔山。设计芯片没难
倒李明攀，种田却让他吃尽了苦
头。“生态农业要求高，不能使用
化学产品，还要运用自然农法，精
选传统种子，维护耕种与自然的
生态平衡。”

起初，李明攀在黄冈龙感湖流
转土地108亩，种植生态稻。产量
低，销路没打开，一亏就是5年。

坚守得到媒体的关注，四面八
方的支持也随之而来。组建团队，
开辟新基地，创办网店，拓宽线下
渠道，谦益活了下来。现在，公司
在全国8个省有14个生产基地，
种植水稻、小米、大豆等几十种作
物。2019年起，又在南阳、黄冈等
地建立加工厂，生产零添加的儿童
零食和养生食品。

生态产品质优但价高，取得
消费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为此，
谦益发布所有基地的定位，欢迎
客户去参观游玩。2015年，位于
山西长治和湖北蕲春的农文旅项
目“虚心谷”投入运营，公司实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随着人们对健康食品的关注，
谦益发展迈入快车道，近四年年均
增长超过80%。2023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7000余万元。

生态农业不是传统农业

4月13日，黄梅县大河镇大
庙村，鲜艳的紫云英开满田野。
它们将和传统有机肥一起被翻进
地里，为种植的“长香丝”稻提供
养分。

“讲究因时而作，崇尚自然农

法。”李明攀说，生态农业不是传统
农业，是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

谦益只种可以留种的作物。
利用信息优势，李明攀带领小伙伴
们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传统良种，适
配最合适的生长环境，王牌产品

“压塌楼”小米由此而来。
崇尚自然农法，谦益并不排斥

现代科技。打田、插秧、收割、脱
粒、烘干等最辛苦的环节，均实现
了机械化。

“农村劳动力短缺制约了农
业的发展。”在李明攀看来，出路
只能是智能化和机械化。

“在山区种粮成本高，代价
大，这是山区抛荒地多的主要原
因。”指着电脑上的数据，李明攀
说，“我们算过，全国无法进行大
田改造的山区小田大概占30%，
非常适合发展生态农业，市场上
的高端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又有
需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两者对
接起来。”

现在，谦益已在全国偏僻山
区流转土地数千亩，每亩流转费
最高达到600余元，企业仍然实
现盈利。

让每个环节都创造价值

“我要把办公室搬到种植基
地去！”刚过春节，品牌部主管梁
志高就语惊四座。去年6月，他
才从网易公司离职加盟谦益。

说干就干，3月初，品牌部就
搬进了大庙村。住房还没布置
好，团队已经开始忙碌地拍摄。

“不扎根一线，怎么讲好谦益故
事？”现在，品牌部每月在田间进
行20余场直播。

“虽然我不种田，但我也是
新农人。”梁志高说，谦益的产
品除了食用价值，还提供生态
价值、情绪价值，从种植到品
牌、营销、文旅服务，每个环节
都在共同创造着这些价值。

谦益现有员工 120 余人，
80%是“90后”，不乏名校毕业
生。“生态农业其实是智力密集型
产业，要让高端消费者满意，我们
的员工必须具备较强的能力素
质。”李明攀说。

就连成天两脚泥的种植岗，
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吸引我
的，不仅是工资和股权，更是完全
不同于城市工作的慢节奏和充实
感。”负责大庙村基地的冯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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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攀，1981 年生，华中科技大

学电子系毕业。第十四届湖北省人大

代表，谦益农业（湖北）有限公司创始

人。目前，谦益农业在全国 8 个省建

有14个生产基地。2023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7000余万元。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
械化”，4月19日，走进武穴市
锐彦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外
墙上的这句标语格外醒目。

这是“90后”杨愉锐从事
农业13年的深刻认识。

此时，他正开着旋耕机，
在武穴市大金镇周梓村田间
来回穿梭，只见耕刀旋转、泥
土翻卷、田块焕新。

从“国旗手”到“金牌
农机手”

“轰！轰！轰……”不到
10分钟，一亩水田就翻耕完毕，
后期可直接机插、机抛秧苗。

“没机械化前，用牛翻耕一
亩水田，得干大半天。”跳下驾
驶室，身穿西服的杨愉锐说，过
去的牛换成了拖拉机，不仅格
外好使、速度快，人还轻松了。

2011 年，杨愉锐从部队
退役，有着天安门国旗班护旗
手光环的他，放弃在大城市国
企上班的机会，选择回到家乡
换上农装，帮父亲打理农田。

“我父亲既是村支书也是
种粮大户，他说种田人越来越
老、越来越少，如果没有年轻人
加入，农业将岌岌可危。更何
况，人离不开吃饭，你回来种田
绝不会错。”杨愉锐说，父亲的

“软磨硬泡”，让他萌生“机械化
种田”的念头。

拿起在部队站军姿、踢正
步、握枪拍枪的劲头，杨愉锐开
始学习开拖拉机、插秧机、收割
机，研究农业技术。经过不断
摸索和反复练习，他开农机的
技术越来越好，在当地渐渐小
有名气。

2019年，杨愉锐获得湖北
省农机维修与驾驶操作竞赛个
人赛冠军；2020年，杨愉锐登
上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
能大赛领奖台，成为一名国家
级“金牌农机手”。

从单兵作战到抱团发展

“这是智能联合收割机，自
带测亩仪和测产仪，一天可以
作业40亩，相当于40个劳动力
的工作量。”指着合作社大院的
这些“宝贝”，杨愉锐如数家珍。

2016年，杨愉锐动员4位
好友合伙投资300多万元，成

立武穴市锐彦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为水稻、油菜种植提供全
程机械化服务。既面对普通农
户，也面对种粮大户和粮食合
作社；可以全程托管，也可以菜
单式托管。

“服务农业，光靠自己单干
不行。”杨愉锐说，从被动回乡
做农机手，到深深爱上农业，他
悟出一个道理：农业的根本出
路，要靠机械化，带动更多年轻
人回来，从事专业服务。

1981年出生的余爱华，家
住武穴市四望镇，起初“大铁
牛”买来好几年，也没揽到几个
活。自从2019年加入锐彦合
作社，大家抱团做事，活儿越来
越多，去年收入15万元，既有
开农机的劳动所得，也有按股
分配的收入，“农机、劳力、资金
等都可以折股入社”。

“发展到今天，合作社有
200台套机具，从耕、种、管、
收到烘干，应有尽有。120名
社员中，‘80后’占70%，主要
是农机手、维修员、技术指导
员等。这些都是咱种粮的底
气。”杨愉锐说，去年，合作社
农机作业服务10万亩，收入
1350 万元，农机手年均收入
超过十万元。

机械化，改变了农业的生
产方式，也为更多青年人回到
乡村带来了契机。

2022年，在温州做裁缝多
年的“85后”刘干，回到老家加
盟锐彦合作社，转行做“飞
手”。年轻人学习能力强，操作
起来不复杂，用手机设定好程
序，无人机就会根据信号指示，
按路线准确喷洒。“无人机在打
药、播种、施肥三个方面顶呱
呱，一天可以作业几百到上千
亩。”刘干说，关键是既不辛苦
又体面，刷着手机就把农活干
了。

因为精准喷洒，无人机植
保受到农户欢迎，刘干的出工
率很高，去年收入17万元。

“由于农时集中，合作社有
半年处于农闲，我们打算延长
产业链条，一是生产农机具零
配件，二是引入菜籽油加工项
目，让回来的年轻人收入更
高。”站在田埂上，杨愉锐的“算
盘”打得响。

杨愉锐，1991 年生，退役军人。

第十四届湖北省人大代表、全国农机

职业技能大赛“优秀选手”、湖北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武穴市锐彦农机

专业服务合作社创始人。目前合作社

有200台套机具，从耕、种、管、收到烘

干，服务10万亩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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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安，1978年生，武汉轻工大学

粮食工程专业毕业。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个人、大国农匠、湖北省十佳农民、

湖北禾溢园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4年，黄金安回到家乡浠水县

散花镇种田，在4个乡镇流转土地6300

多亩，带动周边农户种粮7万多亩。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全面
实现双季稻吨粮田。”4月12
日，浠水县汪岗镇马石庙村，黄
金安正在巡田。看着茁壮成长
的秧苗，他满脸笑容。

黄金安是浠水县有名的
种粮大王，在4个乡镇流转土
地6300多亩，带动周边农户
种粮7万多亩，还开拓江海联
运将稻谷销售到福建广东市
场。

尽管经营规模越来越大，
黄金安却对家庭农场情有独
钟，“家庭是农村最小单元，稳
住了家庭，也就稳住了农村。”

见证农业机械化——
10年效率提升100倍

2014 年，黄金安下定决
心，把家人留在湖南，独自回
到家乡浠水县散花镇种田。

在此之前，他在全国各地
卖了13年的粮食机械，一直关
注农业。“农业大有可为。但
我也做好了亏5年的心理准
备，没想到只亏了3年。”黄金
安笑着说。

种地超出预期，得益于农
业技术和农业机械的超常规
发展。

就说水稻喷药吧。10年
前，喷药靠人背。电动喷雾器
15斤、药桶加药水35斤，一个
强劳力一天只能喷15亩。

第二年改为机喷，6人一
组用拖拉机牵着管子喷，一天
可以喷150亩。人轻松了一
些，效率却没提高多少。

“不用机械，管得再精细
也是低效农业，挣不了钱。”黄
金安算过账，当时一亩田产值
才1200元，人工费就要超过
三分之一。

2016年，农业无人机出现
了。当时单机载重仅15斤，需
2个人操作，一天可喷200亩。

变化越来越快。“你看，这
是我今年刚买的最新款，续航
时间延长一倍，载重从100斤
增加到150斤，关键价格还便
宜了近一半！”抚摸着无人机，
黄金安像抚摸自己的孩子，“2
个人一天喷3000亩，是10年
前的100倍！”

“以前3个人一天才能晒
2万斤谷，还要抢晒坪，看天

气。现在一台烘干机一天能
烘60万斤。”说起农机，黄金安
停不住嘴，“还有激光平地机，
可以把农田的平整度控制在5
公分，省水又省药。”

从不拒绝新技术的黄金
安，在全省率先试验双早双直
播，现在又开始鼓捣无人农
场。2023年，他的农场实现粮
食产值7500多万元，利润100
余万元。

看农业规模经营——
家庭农场是“最优模式”

“将来谁来种地？你焦虑
吗？”“不，我一点也不焦虑。”黄金
安答道。

“当更多新质生产力赋能
农业现代化，种田不再是苦差
事，年轻人就会回流。”他说。

汪岗镇杨花屋村“90后”
马典两口子，就是黄金安口中
的年轻人。

马典原本是位货车司
机。“经常看到黄总那些天上
飞的、地上跑的农机，很炫
酷。”在黄金安鼓励下，马典和
妻子从一位种田大户手上，接
过500亩地，购置一台无人机，
开始学种水稻。

“我一个星期学会飞无人
机，妻子给我打下手，除了种
自家地，还能给周边农户搞飞
防挣工钱，比开车轻松多了。”
马典说。

马典这种家庭农场模
式，就是黄金安心中的“最优
模式”。

浠水县是丘陵地区，全县
46万亩农田中，仅有3处万亩
大畈，耕地比较分散，适合以
家庭为单位适度规模化种植。

“一亩地的纯收入可以达到
300至500元，如果自备农机，每
亩又可以多挣好几十元。这样
算下来，一年可以挣15万元到
20万元。”说起理想中的家庭农
场，黄金安眼中有光，“老人搞点
田边经济，丈夫专心种田，妻子
负责顾家，一家子其乐融融。”

“这样的家庭，将是未来农
村最坚实的底盘。”不仅鼓励别
人，黄金安自己也是这么规划
的，“我爱人已经说了，只等老
大明年考上大学，就要带着老
二回来陪我种田，我等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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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

“谁来种地”这个问题。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聚焦解

决‘谁来种地’问题，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

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

营队伍。”

黄冈是我省粮食主产区之一，粮食总产量连续11年稳定在50亿

斤以上。谁来种地？黄冈一直在寻找答案。犁耙水响时节，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走进大别山深处，听三位黄冈新农人的“种地”故事。

黄金安是农业新技术的铁杆粉丝，只要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

都勇于尝试，希望能为乡亲们蹚出一条新路；

杨愉锐创建的农机合作社日益红火的时候，他又接过了村支书的重

担，从带动一群人到带动一村人；

李明攀走的生态农业路，从不被看好到充满希望，更建立起一支

年轻的种地队伍，为山区农业发展探索出一种可行的模式……

扫码看视频

田野春风暖 农家耕作忙
——大别山三位新农人作答“谁来种地”

黄金安准备用新款
无人机喷洒农药。

（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 黄洁如 摄）

李明攀吸引
了许多大学生投
身生态农业。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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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愉锐在驾驶智能农机。（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竞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