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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烈日炙烤着柑橘园。32岁的

新型职业农民刘沈厅正用他自己研制的

滴灌系统，为柑橘树“补水”。

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人，

不仅是一位种着 130亩柑橘的果农，还是

有着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历的返乡创业

者。

近年来，在农业大省四川，大学生、

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有知识、有见识、

懂经营的人才回流农村，正汇聚成助推

乡村振兴和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力量。

“前些年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很严

重，年轻人愿意回来的很少。这可能对

我们来说是一种机会，可以凭借知识和

文化，做出一些与众不同或者更有创新

性的东西。”刘沈厅说。

2016 年底，怀揣着在农业上闯出一

片天地的想法，刘沈厅回到家乡四川省

眉山市彭山区农村。他在果园里尝试新

的种植技术，就以自己研制的滴灌系统

为例，成本低、不怕堵，解决了传统滴灌

系统操作繁琐、成本高、对水质和肥料品

质要求高等缺点。2019 年，刘沈厅的果

园产了 15 万公斤柑橘，销售收入达 130
万元。

2019年 10月，刘沈厅联合当地果农，

创办了彭山区果业商会，目前已有 500多

名会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农产品

销售带来巨大挑战，但彭山果业却一反

常态地逆市上扬。这得益于果业商会搭

建的“线上+线下”中转平台，采用远程视

频洽谈，直播看货、监控采摘，外地采购

商不用来本地，果子“无接触”就能卖出

去。

截至目前，彭山区已认定像刘沈厅

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 100人，领办家庭农

场 70家，形成了以新型职业农民为引领、

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吸引高学历青年投

身农业农村事业的局面。

除了大学生，返乡创业农民工也成

为带动乡村迈向小康生活的“生力军”。

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下八庙镇安

居村，安居家庭农场的 100多亩蔬菜长势

喜人，几名村民正在路边的田地里收菜、

装车。41岁的返乡农民工文富群是这个

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她曾在北京打工多

年，增长了见识，积攒了资金，也积累了

一套经营管理的经验。如今她的家庭农

场吸纳了六七十名当地村民务工。

60岁的贫困户李中群说，她家中 1亩

多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每年租金 600
元。她又在这里打工，一天工钱约 60元，

每月收入一千七八百元。在文富群创办

的家庭农场带动下，李中群每年增收约 2
万元，成功脱贫走在了小康路上。

“脱贫攻坚战刚打响时，村里 650 户

人，就有 106户贫困户。”安居村党支部书

记蒲光敏说，这几年，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创办了十多个项目，带动贫困村民脱贫

奔小康。2019年，村里最后 4户贫困户也

成功脱了贫，实现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一些农民企业家也正在反哺家乡。

在四川省仁寿县汪洋镇上游村，沿山而

建的村道通到村民门口，民宿客房点缀

在山间，犹如一幅水墨画卷。

50岁的农民企业家张贵华就出生在

这个小山村。他戴着眼镜、瘦瘦的，因为

从小家贫，十几岁就外出务工，从煤矿的

背煤工干起，先后干过搬运工、打砖工，

经过 20 多年艰辛打拼，后来在成都开办

了自己的企业。

现在，在仁寿县委、县政府引导下，

张贵华回到家乡，担任上游村的“乡村振

兴主任”。他先是出资 500余万元为村里

修路，建起一条 3公里的村道和一条 4公

里的生态旅游休闲走廊，还出资将天然

气和自来水接入了全村 370 余户村民的

家中。依托村里的山林生态景观，张贵

华依山就势建成了以农家特色餐饮、户

外健身游乐等为特色的生态农家乐，吸

纳当地 100余人就业。

仁寿县实施“乡村振兴书记（主任）

选派计划”，目前已优选 771 名像张贵华

一样的在外优秀创业人才、在外务工经

商能人、返乡创业明星，兼任村党支部副

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助理，成为助推乡村

振兴和实现全面小康的带头人。

“家乡过去穷得只有荒山坡、枯水

塘，现在荒山变绿、水塘变清，愿意到村

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张贵华说。

新华社成都7月19日电

幸福乡村引“客”归
□ 新华社记者 杨三军 陈健

7月 19日，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凤翔镇李家嘴村村民在采收芹菜。

时下正值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高原夏菜采收旺季，当地菜农趁着晴好天气采收蔬菜，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安

定区利用地处高原的气候优势，种植芹菜、甘蓝等高原夏菜品种 20多个，蔬菜种植面积近 18万亩，蔬菜产业成为带动群众

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新华社发（陈永刚 摄）

7 月 19 日，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凤翔

镇中川村，村民将采收的芹菜装车。

新华社发（王克贤 摄）

7月 19日，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池

沟村村民在采收芹菜。 新华社发（陈永刚 摄）

▲

▲
▲
甘肃定西：高原夏菜采收忙

捆芦苇护边坡、机器人进涵洞、

“养水盆”防渗漏……在江苏镇江，当

地干部群众和专业力量，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老办法搭配新技术，一批险

情得以消除在萌芽状态。

在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

西南大堤，江潮拍打着堤岸，不时裹

走一些泥沙，江边柳树已浸泡多日，

水流越来越湍急。

7 月 3 日起，长江镇江站高潮位

连续超警，受农历天文转潮和长江大

流量来水影响，长江镇江段防汛形势

日趋严峻。

为防止江浪将大堤掏空，当地农

民自发用手扶拖拉机运来芦苇等防

汛“土物资”；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

局常州分公司防汛前置备勤队员分

成两批，一批在岸上捆芦苇，一批站

在水中打木桩。

“将芦苇捆好放倒排在江堤旁，

再用木桩固定住，就能防江浪冲刷。”

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常州分公

司 世 业 洲 前 置 备 勤 指 挥 部 副 指 挥

长 尚 晓 威 说 ，附 近 芦 苇 茂 盛 ，用 传

统办法护坡投入小，却能有效保障大

堤安全。

不仅“土办法”显神通，一系列

“上天入地”及自动化新技术也在巡

堤查险中大显身手。

“头顶一江水，脚踩一只盆”，镇

江扬中市是长江第二大岛，120 公里

江堤是人民群众的“生命线”。该市

14 座通江水闸、175 座穿堤涵洞，均

要做到定人、定段、定时、定责任开展

巡查。

扬中市新坝镇江堤上树木较多，

穿过密集树木、跨越排水沟巡查江岸

线易坍地段，察看有无渗水、管涌，是

每年汛期的重要工作。对比往年动

辄花费半天、甚至一天徒步巡查，现

在只需十分钟。

“无人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坝

镇水利站站长杨全福说，操纵无人

机，在树木密布的江滩来回飞上两

趟，通过高空定点拍摄、巡航录像等

功能，很快就能完成一处堤段巡查。

有些堤段上涵洞太小，人工检查

无法入洞怎么办？扬中市水利局副

局长郭峰介绍，他们使用专业机器

人，凭借个头小的优势，它们能在窄

小管道内行走，“查看”涵洞内部是否

有破损、堵塞等，并能实时传输洞内

情况视频。

除了查洞，自动化及可视化还应

用在了电路故障排查及险情实时监

测上。“往年汛期，电路会因极端天气

跳闸。今年，依托配网自动化系统，

能根据大数据对线路以及杆塔状态

实时监测，保障防汛用电。”国网扬

中市供电公司输配电运检中心主任

黄海清说，他们还配置输电通道可视

化系统，可配合航道、水利部门监控

河道水情及江堤险情，现场信息全部

共享。

因为有了“新武器”，扬中的江堤

险情得以及时消除。在何家大港闸

外通江港堤旁，应急吸水膨胀袋、折

叠储水式挡水墙、装配式反滤围井

等一系列“神器”不断运用，镇村联

动建设“养水盆”式防渗设施更加得

心应手。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基层抗

洪抢险更加专业、更加从容。”郭峰

说。

新华社南京7月19日电

新老办法各显神通
——长江镇江段江堤险情排查记

□ 新华社记者 秦华江

新华社济南7月18日电 （记者 杨文） 高考一结

束，就有人利用非法途径获取大量考生及家长信息，以

谋取钱财为目的进行诈骗。山东警方提醒考生和家

长，当遇到高考“补录指标”“申请补贴”等信息时，要注

意提防相关诈骗，不能盲目相信。

高考分数是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重点。不法分子通

过短信，发送带有木马链接的虚假提前查分网址，一旦

点击进入，木马病毒便会自动植入手机，从而获取手机

所关联的银行卡等信息。不法分子通过拦截获取支付

验证码，就可以经网购消费变现或者是通过第三方支

付平台转账等方式获利。

警方提醒，考生及家人查分时应认准教育部门指

定的查询方式及查分网址，不要轻易点击手机短信里

来历不明的链接。如果不慎点击，要立即卸载手机上

的支付宝等快速支付工具，确保资金安全，并在备份手

机通讯录等重要信息后，将手机重置或恢复出厂设置，

或向专业技术人员求助清除病毒。

谨防教育补贴诈骗。有人冒充成“教育局”“财政

局”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主动与考生、家长联系，并准

确报出考生的学籍信息，骗取家长或学生的信任，再以

领取“教育补贴”需先“激活账户”为名，让其带着银行

卡到ATM机上操作，从而盗取其银行账户上的资金。

警方提醒，任何与高考相关的款项发放均不会通

过 ATM 机进行，考生和家长如果收到类似电话或短

信，要先与学校及班主任联系，不要随便透露个人信息

及银行卡号和密码。

此外，对于号称可花钱获取补录名额，申请助学金、

高考补贴，索要生活费、培训费等，不能盲目相信，考生

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

公安提醒考生家长谨防高考相关诈骗

买菜靠网购，吃饭靠外卖，教育靠网课，开会靠

视频……疫情以来的“宅生活”带火了“宅经济”，一

批新业态迎来爆发式增长，相关企业利润大涨。

“宅经济”到底是一场意外崛起，还是未来趋

势？还会有哪些投资新“风口”？

“宅经济”带动企业利润“涨涨涨”

7 月，位于湖南浏阳的盐津铺子智能烘焙生

产线，几乎看不到操作人员。阵阵飘香中，成千上

万个小面包在传送带上“行走”，然后被装箱发往

全国各地。

“疫情期间对代餐食品的需求爆发式增长，我

们的面包、蛋糕、薯片等烘焙类产品供不应求, 鱼

豆腐等销量也高速增长。”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学武告诉记者，预计上半年实现净

利润 1.25亿至 1.3亿元，同比增长将近一倍。

“宅生活”给多个行业带来利好。钉钉、腾讯

会议、百度网盘、猿辅导等远程办公、教育软件用

户数量激增；叮咚买菜、盒马鲜生、拼多多交易量

抢眼；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公司市

值屡创新高。

在已发布的上半年业绩预报中，“宅经济”相

关上市公司利润涨幅惊人。速冻食品企业三全食

品，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390%至 420%；小

家电热销的小熊电器，预计净利润增长 80%至

110%；游戏娱乐公司三七互娱，预计净利润增长

35.5%至 45.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在国际贸易大幅萎缩的

背景下，上半年“宅经济”产品出口也较快增长，笔

记本电脑、手机出口分别增长 9.1%、0.2%。

看似“意外”走红，其实早有准备

在部分专家和市场人士看来，“宅经济”走红

看似一场“意外”，其实背后是相关企业早有准备、

提前布局，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的市场变化，

能够快速调整、顺应新需求。

“我们此前就看到快节奏、‘宅生活’的趋势，

因此对产品重点作出调整，推出了沙琪玛、小面

包、酸辣粉等系列新品；花大价钱改造的智能制造

‘无人工厂’，也在疫情期间凸显优势；再加上这几

年大力发展电商业务，上半年业绩飘红在意料之

中。”张学武表示。

实际上，无论是运动健身、智能家居、方便速

食等相关产品热销，还是移动办公、远程教育、在

线娱乐等相关服务需求激增，或是“直播带货”等

销售方式备受青睐，这些“风口”在疫情前就已经

显现。只不过疫情按下了“快进键”，加速了这些

趋势，也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直播救急，数字化救命。”护肤品牌林清轩创

始人孙来春这样总结。拥有数百家门店的林清轩

年初一度业绩下滑 90%，靠“电商”加“直播”很快

实现“V”形反转。不仅线上销售额激增，6月份线

下销售额也同比增长 54%。

“过去是穿着数字化‘新鞋’走在传统零售的‘老路’上。直到疫情发生

后，我们才发现 2014年开始布局的数字化建设和原来积累的粉丝流量，为

企业带来了生机。”孙来春说。

不少企业家认为，“宅经济”本质上是互联网经济，核心是数字化。新产

品、新服务大幅提升了消费体验，迎合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消费习惯，红火是

趋势，也是必然。

“宅经济”下还有哪些“风口”？

“宅经济”还能火多久？企业和广大投资者还能抓住哪些“风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表示：“在信息技术进步

及普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因素影响下，‘宅经济’仍会继续火下去，未来一段

时间都会以较快速度发展。”

专家指出，寻求投资机会，不仅要关注疫情带来的短期影响，更要把握

疫情过后哪些消费行为和习惯随之改变，哪些改变将长期存在。

“疫情之后还会诞生很多新的商业机会。”长期研究企业的北京大学教授

陈春花认为，线上娱乐、游戏、教育、知识付费和远程办公，零售业及物流配送、

社区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智慧城市和大健康等领域，都会迎来不错的发展。

大势所趋，机会所在，从政策调整也能一窥端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等部门不久前发布的 9种新职业中，与“宅经济”密切相关的互联网营销

师、信息安全测试、在线学习服务师名列其中。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个部门近日公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包括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数

字化治理、产业平台化发展等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将得到政策全面支持。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国家大力推动“宅经济”、数字经济发展以及

5G 时代来临，一大批“新风口”“新机遇”将随之而来。但企业能否站上“风

口”、抓住机遇，归根到底取决于自身眼力、魄力和实力。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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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7 月 19 日电 （记
者 邵琨）“学习游泳首先要学会水

中行走，水中行走的关键是保持水

中平衡……”正值暑假，山东省阳信

县玉友学校游泳池里，来自周边农

村的孩子们正在学习游泳常识。游

泳池的四周还有几名安全员。

玉友学校负责人郝玉友说：“让

学生学会游泳、学会自救，是防溺水

的重要措施。我们投资 300 万元，

用一年多时间把学校西边的泥塘改

造，废泥塘成了孩子学游泳的水上

乐园，并免费向社会开放。”

据郝玉友介绍，上课期间，学校

每 周 安 排 学 生 上 2 节 至 3 节 游 泳

课。暑假期间，泳池下午 1点到 6点

对外免费开放，学校保安当安全员，

让孩子们从实践中掌握游泳本领。

记者看到，这个游泳池分为 3
个水域，不同区域标示着不同的水

深，浅水区 20厘米，中水区 60厘米，

深水区 150 厘米。游泳池周围配有

水上长廊，另外还有皮艇、游泳圈、

救援绳索等辅助设备设施。

玉友学校位于阳信县温店镇，

地处庆云县、乐陵县、阳信县三县交

界处，周边农村比较多。泳池的建

成，受到了周边村民和孩子们的欢

迎，临近县有的孩子跑 10 里地来此

玩耍。温店镇王坤兮村村民姚秀岭

说：“以前孩子一放暑假，不敢让孩

子 出 门 ，就 怕 被 水 淹 。 现 在 放 心

了。”最近几天，她常常带着两个孙

子来这里玩水。

以往，每年暑假学校都要与学

生家长签订安全责任书，但效果并

不好。郝玉友说：“夏天的时候，孩

子们喜欢玩水，在野外池塘游泳玩

耍很危险。堵不如疏，干脆在学校

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场所。”

玉友学校在开展游泳教学的基

础上，还为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安全

知识，教育孩子们把防溺水知识牢

记心间，提高识别险情、紧急避险、

遇险自救的能力。

“腿抽筋不能挣扎，要保持冷静”

“嘴巴、鼻子朝上能呼吸就行”……在

岸边，12岁的张梦涵和小伙伴们对记

者说着这些天学到的知识。

夏 季 是 学 生 溺 水 事 故 的 高 发

期，对学生进行防溺水教育是安全

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山东各地学

校已利用安全课对学生进行防溺水

专题教育，并通过家长群、家访等方

式加强家校沟通，共同做好预防未

成年人溺水工作。

既能戏水又防溺水
——山东农村少年暑期生活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