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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九届亚太茶茗大
奖（红茶组）专家感官审评暨
2024祁门红茶茶王赛在安徽
省黄山市祁门县举行，鹤山市
桃源镇艺华茶场出品的“非遗
手作”荣获金奖。

艺华茶场负责人吴艺华是
一名退役军人，也是鹤山红茶
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广东省乡村工匠工程师，更是
鹤山众多在田间地头努力耕
耘、以自身技术赋能乡村振兴
的“新农人”的其中一员。

自去年以来，鹤山市聚焦
“百千万工程”，坚持把加强本
土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重要力量，育好用好农
技人才、农村实用人才、乡土专
家，发挥本土人才带动作用，助
推乡村全面振兴。

鹤山市提出，要扎实开展
“百村共兴”行动，构建符合鹤
山实际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支持各镇做好“土特产”文章，
推动红茶、花卉、果蔬、水产、丝
苗米等现有产业逐步上规模、
上水平，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和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壮大乡
村文旅、民宿经济、都市农业、
数字农业等新业态。

要实现上述内容，“三农”
人才是其中的重要力量。近
年来，鹤山市通过组建成立鹤
山市农业产业技术指导组、创
建相关志愿先锋队、组建农村
科技特派员（鹤山）团队等方
式，积极推动“三农”人才的培
育与下沉，让农业专业知识更
好地走进田间地头，助力农户
获得农技“良方”，推动当地农
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鹤山市
积极培育壮大“新农人”，让

“新农人”发挥示范作用带动
当地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
兴。

值得一提的是，鹤山市还
依托农技推广服务驿站农技
服务乡村行等平台积极引导

“新农人”等鹤山“乡土专家”
开展线上农技推广和产业指
导直播活动，内容覆盖鹤山市
茶叶、蔬菜、花卉等产业，去年
至今共开展相关活动25场，发
挥了本地乡土人才作用，带动
当地农业特色产业和优势产
业的发展。

此外，鹤山市在持续推动
科技人才投身服务农业农村发
展，优化农业人才格局引领科
研发展方向取得良好成效。其
中，鹤山市累计培育高素质农
民809人，认定省级“农村乡土
专家”84人、乡村工匠144人；
去年，鹤山市共有2人获评“江
门市十大高素质农民”称号。
鹤山市轩宝农业公司生产管理
负责人麦健辉获得2023广东
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十大
优秀“短视频+农技达人”称号，
他还在2023年获得“广东省第
一批100位传播力广、带动力
强、技术过硬的农村乡土专家”
称号。

接下来，鹤山市将继续强
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培
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的“新农人”，加强新技术、新方
法推广和新品种、新理念引进，
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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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亮点

如今，“新农人”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之一，他们如何运用自身技术积极赋能乡村发展、助力鹤山农业高质量发展？连日
来，记者走访多位“新农人”，了解他们的创业故事以及各镇街助力“新农人”发展的有关做法。

10月6日凌晨5时，桃源镇艺华茶场
的工作室里依然灯火通明，“新农人”吴艺
华守在茶盘前，认真地通过手工的方式对
茶叶进行“萎凋”。“熬夜制茶对我来说已
是家常便饭，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要坚持用
传统制茶技艺制茶，因为这既是确保出品
质量的重要方法，也是弘扬鹤山红茶文化
的基本要求，再苦再累，我也会一直坚持
下去。”吴艺华笑道。

出生在鹤山市宅梧镇的吴艺华对于
制茶有着浓厚的情怀。他在退役返乡后
曾从事多个行业，但在他的脑海中却始终
忘不掉小时候父亲炒茶、制茶的画面，终
于，他在2014年底向鹤山资深茶人李镜
波系统性地学习了种茶、制茶等技术，开
始了自己的茶农生涯。

2021年，一次机缘巧合下，吴艺华在
朋友那里喝到了一种花香蜜味、甘甜醇
滑、经久耐泡的茶，便向朋友了解该茶叶
产自哪个茶场。得知茶场就在桃源镇后，
他便立刻来到了位于桃源镇中心村的大
坪岗茶场，当时茶场有近百亩失管，里面
的茶树是种于20世纪80年代的黄枝香、
黄金桂等品种，由于管理不到位，茶树长
年处于野生状态，但是，这却让这里的茶
树被自然驯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高香品
种，品质独特。吴艺华认为，这是一片不
可多得的地方种质资源，便决定把茶场承
包下来，对这些独特的茶树进行种质资源
保护和开发利用，打造艺华茶场。

“每天早上7点多我就会到茶园巡园，
并根据茶树的生长情况确定当天施肥量，
制订‘疏枝’计划，每隔一段时间我便会再
次巡园，持续做好对茶树的观察。”经过精
心管理，曾经失管的茶园重新焕发了生
机。如今，走进该茶场可以看到，郁郁葱
葱的茶树枝繁叶茂，鲜嫩的茶芽争相吐
出，生机勃勃。

搞好了茶场的管理，吴艺华便开始主
抓茶叶品质的把控。“为了保证茶叶的品
质，我只用有机肥料且坚决不使用农药来
消杀病虫害。我甚至会利用病虫害来提
高茶叶的品质，比如利用绿叶蝉吸取叶片
汁液的习性来提前减少茶叶中的水分，而
对于红蜘蛛等害虫，我便会与其‘比速
度’，抓住茶叶成熟的时机迅速采摘，虽然
会比较辛苦，但觉得值得。”吴艺华笑道。

虽然拥有特色老茶树这一得天独厚
的产业基础，吴艺华却并没有满足于此，
他通过亲自勘探茶场的土质、土壤情况以
及气候环境，结合传统制茶技艺，改良试
制了多款茶叶，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目
前，艺华茶场的茶叶品种有红茶、绿茶、黄
茶、乌龙茶、白茶等，初步推出的品牌有
野放红、野放香印、明前春眉、非遗手
作等。此外，吴艺华还积极开发茶叶
的多种用途，如以茶叶作主要配料
烹制出菜肴“老白茶浸鸡”等。

精细化的茶场管理加上传统制
茶技艺，让产品在市场上小有名气，
吴艺华并没有将自己的技术藏着掖
着，而是专门设计了手工制茶课程，

积极向周边茶农传授茶场的管理
方法和制茶技巧。“我会招募附近
的村民到茶场工作，帮助他们在
‘家门口’dan'yinhao 就业，实
现增收。我也会向他们传授一
些种茶的知识，为他们今后创
业、就业提供帮助，同时，也能
为茶产业培养和输送技能型人
才，助力鹤山茶产业发展、为鹤
山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实
施贡献力量。”吴艺华说。

如今，吴艺华也在积极探索
茶场从单纯的茶叶生产向农旅茶

旅转型的路径，桃源镇农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镇鼓励和支持其建立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提供更
多社会化服务资源。该镇将继续大力发
展绿色茶产业，探索研学基地运营模式，
着力推进农旅结合、茶旅融合，以农促游、
以游带农，将休闲农业发展与茶产业发
展、农民创业增收相结合，着力推动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

10月8日，记者在鹤山市轩宝农场看
到，一垄垄绿油油的韭菜整齐排列、长势喜
人，田间地头弥漫着阵阵韭菜独特的香气，
该公司生产管理负责人麦健辉正蹲在田
中，认真地察看韭菜的生长情况。

今年42岁的麦健辉是土生土长的双
合镇泗合村人，2006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
学农业与农业管理专业（本科），麦健辉毕
业后便一直从事蔬菜种植技术研究，积累
了丰富的种植实践经验，2014年，他带着
丰富的农技知识回到了家乡双合镇，扎根
农村一线。

“我从小就热爱农业，小时候很喜欢看
父亲种水稻。但过去父亲不懂得科学的种
植方法，也不懂如何做好病虫害的防治，花
了很多工夫但种出来的水稻颗粒不饱满且
产量很低。为此，我在大学选择学习农业
专业，想要帮助更多农民学习专业的知识
和科学的种植方法，提高农作物产量、实现
增收。”麦健辉说。

麦健辉表示，如今，轩宝农场这块绿油
油的韭菜地便是他的“主战场”。“韭菜种子
种皮大种胚小且吸水困难，播种后出苗慢，
发芽率也比较低，在等待出苗的时候要时
刻关注土壤的湿度和种植环境的温度。在
经过多种韭菜试种后，最终选定了适合本
地生长环境的‘中韭菜’，相比于普通韭菜，

‘中韭菜’更易成活，韭菜味更浓、抗病能力
较强、产量也较高，深受人们的青睐。此
外，我还与相关科研机构合作研发‘富硒韭
菜’，目前正处于试验阶段。”麦健辉说。

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种植经验也让
麦健辉成为家乡种植户口中的“土专家”。
麦健辉在去年10月开通了抖音账
号“小麦农技学堂”。进入该账
号主页便可以看到“作物虫
害防治”“作物元素补充”

“番茄常见病害防治”
“辣椒紫斑病防与治”
等近 100条农作物种
植“干货”短视频。麦
健 辉 还 利 用“ 惠 农
网”，每天帮助广大农
友解决生产中遇到的
困难，为家乡农业高质
量发展带来专业技术力
量。

乡村振兴靠的是产业，
产业要兴旺、发展，必须靠人

才。在双合镇，还有不少像
麦健辉一样用自己的技术赋

能乡村农业发展的农业
人才，该镇立足产业发
展，积极培养乡村人
才。其中，该镇积
极探索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人才新路
径，推行人才“挖
掘 与 引 进 齐 联
动”模式，围绕茶
叶、粉葛等产业发
展，依托镇委党校、
先庆村棠密粉葛种

植基地、双好茶韵农
耕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

阵地资源，扎实开展人才技
能提升培训活动，不断提升乡

村人才的综合素质和水平。该镇还加大
“引凤还巢”力度，及时挖掘一批懂技术、善
经营的乡土人才，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
水”。目前，该镇已引进农业类硕士1名，
培养广东省乡土专家5人，1名茶厂师傅获
评乡村工匠生产应用（茶叶）中级工程师，
培养高级茶艺师1名、中级3名、初级6名。

此外，双合镇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发挥龙头企业作用，以好彩茶业、轩宝农场
两大企业为依托，定期开展业务培训，邀请
县级农技专家实地讲授种养知识，加强技
术指导和跟踪服务，积极培养一支高素质
农民队伍。目前，双合镇累计培育重点龙
头企业10家、江门市级示范性家庭农场5
家、培养农民专业合作社33家、高素质农
民80名，有力壮大了人才队伍，有效助推
乡村振兴工作。

10月8日，位于鹤城镇小官田村的
桔梦园家庭农场里一片繁忙景象，农场
负责人李新察看每一棵桔树的生长情
况，只见他时而将高耸直立的枝条折
断，时而将遮挡阳光的枝条轻轻弯折
……

“整个国庆节假期我都在为果树进
行‘花芽分化’，有些高耸的枝条‘光吃
饭不干活’还会抢有果子的枝条的养
分，我就要折掉它了，不过这也讲究时
机和技巧，你看这些高耸的枝条只是遮
挡阳光，那我只需轻轻弯折便可。”李新
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向记者介绍种植柑
桔的方法。

桔梦园家庭农场是鹤城镇小官田
村委会于2020年引进的柑桔主题采摘
园项目，占地约20公顷（300亩），2021
年，该农场先后种下红江橙、沃柑、贡
柑、泰国红宝石青柚等作物，农场除种
植和销售柑桔类水果外，还兼营休闲观
光等多元化内容。

“在小官田村委会的邀请下，我接
管了该村一处失管已久的农场。刚到
农场时，我发现这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好
地方，农场被鹤山工业城、270省道、
325国道、江鹤高速等环抱，适合开发
农旅采摘等项目，我便沿着这个思路，
在农场发展柑桔种植产业，打造‘桔梦
园’。”李新回忆道。

种植水果，如何防治病虫害是一大
难题。李新深知，对果树喷洒农药来进
行病虫害消杀容易留下农药残留，不仅
对果树生长带来不良影响，对于前来游
玩的游客以及订购柑桔的顾客健康也
有很大影响。为解决这一难题，李新积
极学习柑桔种植技术与病虫害消杀
方法，终于让他找到了生物防治这
一好办法。

“利用生物防治消杀病虫害
不会留下农药残留，还不会污染
环境，但其缺点就是价格高昂，
市面上销售的生物防治产品在
经过稀释后，可使用的量就会
变得很少，要使其发挥作用，就
要大量购买，其成本并不低。”李
新介绍道。

对此，李新开始了对生物防治
技术的学习探索，通过多方学习，终于

掌握了自主培育生物防治用微生物的技
术，并在农场打造了一个培养工作室。

“我把花生麸、玉米粉等作为培养微生物
的主要原材料，在繁殖足够多的微生物
后，我便会通过飞防的方式治理农场的
病虫害。微生物富集化后会在土壤里形
成团粒结构，起到改良土壤作用。如今，
我可以自主培养红蜘蛛复合菌、哈茨、苏
云金、白僵、绿僵、稳菌、多杀菌素等微生
物，农场的病虫害消杀基本不用农药，确
保水果绿色安全。”李新说。

为了帮助李新更好地打理农场，同
时助力小官田村的农业发展，鹤城镇多
措并举，为这位“新农人”提供了多方面
支持。“我们帮助桔梦园申请成为江门
市级家庭农场，并推荐李新到华南理工
大学参加相关‘头雁’培训，通过组织多
次农业互访交流活动，帮助他更好地提
升相关技术。此外，我们还通过在桔梦
园引入数字化灌溉、无人机操控等新质
生产力，助力农场高质量发展。此外，
还通过宣传助力等方式，帮助桔梦园招
揽游客。”鹤城镇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
主任冯志峰表示。

李新也用自己的行动赋能小官田
村的乡村发展。“进入农场的道路较为
蜿蜒且没有实现硬底化，李新便自费将
其修成全长5公里的硬底化道路。此
外，他还聘请小官田村村民管理农场，
在促进当地就业的同时，还向他们传授
种植技巧和病虫害防治方法，让他们掌
握相关技术，实现增收。如今，一些周
边农场的负责人也会到桔梦园向李新
请教，这对于鹤城镇推进‘百千万工
程’，赋能乡村振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冯志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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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育好用好农技人
才、农村实用人才、乡土专
家，发挥本土人才带动作
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吴艺华坚持用吴艺华坚持用
传统方法制茶传统方法制茶。。

麦健辉蹲在麦健辉蹲在
韭菜田中韭菜田中，，认真观认真观
察韭菜长势察韭菜长势。。

李新在查看桔李新在查看桔
树的生长情况树的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