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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土专家”看好现代农业发展前景

耕好“自家地”种好“中国粮”

昨日，骄阳似火，在双水镇
木江村的连片水稻田里，几台
崭新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稻浪
中“驰骋”，留下一道道丰收的
印迹。其中一台收割机的驾驶
者张永发满头大汗地对记者
说：“现在是台风季节，我们要
趁好天气，抓紧时间收割，为晚
造插秧腾出位置。”

张永发是双水镇一位“90
后”“土专家”，他经营的双水镇
文发农业种植场（以下简称，文
发农场）以规模化、集约化的种
植模式吸引包括袁隆平团队在
内的各方目光。他本人也获得
了“江门市十大杰出高素质农
民”“广东省农机使用一线土专
家”“新会农技驿站土专家”“广
东省农业乡土专家”“葵乡最美
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从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到
专家，张永发的嬗变之路，折射
出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民的成长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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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发1990年出生于
双水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
庭，从小跟着父亲在田间劳
动。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
辛苦劳作而收益不高的状
况让他对务农产生了抵触
情绪。因此，2009年高中
毕业时，张永发选择进城打
工。

但一次偶然事件，改变
了他的人生道路。

2010年8月，张永发代
父亲参加华南农业大学举
行的农业技术培训。在这
次培训中，张永发接触到了
当时最新的农业机械，以及
先进的现代农业种植模
式。他发现，采用现代农机
和新技术，可以极大改善务
农的辛苦，同时解决生产效
率低和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现代农业前景广阔。张永
发萌生了投身现代农业的
想法。培训结束后，他辞去
了城里的工作，返乡投入田
野中。

但在劳作中，张永发和
父亲经常意见不一致，父亲
固执地认为人工种植比机
器种植要好。为了说服父
亲，张永发与他进行了一场

“对决”。他们各负责一块
面积、地力相当的土地，分
别采用人工和机械的方式
种植。结果，机械种植不仅
省时省力，亩产也更高。事
实胜于雄辩，父亲终于认可
了张永发的做法。

回乡种田当年，张永发
便向亲戚朋友借了50万元
启动资金，购买了一整套农
业机械设备，包括自动插秧
机、无人植保机、自动收割
机等，在自家田探索机械化
种植。

2015年，张永发与父亲一起成
立了文发农场，张永发任负责人。

创业之初，农场只有 3.3 公顷
（50亩）地。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农
场与村民协商，流转了一部分土地，
盘活了一部分闲置土地，将农场规模
扩大到10.67公顷（约160亩），初步
做到了规模化、集约化种植。为了提
高农机使用率，张永发为附近农户提
供农田托管服务和农机租借服务。

2017年，新会区农业农村综合
服务中心看中文发农场规模化、集约
化的种植模式，在此设立“新会区水
稻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项目基
地”，引进优质水稻新品种，并推广农
业生产全程机械化、一次性施肥、有
害生物综合防控、稻秆回田、冬种蔬
菜、综合提升地力等新技术。

2019年，新会区农业农村综合
服务中心把南方高端优质稻品种展
示项目放在了文发农场，150多个优
质水稻种子在此种植、展示，吸引众
多优质种子研发单位、营销单位和专
业技术人才关注。

2020年，袁隆平团队也看中了
文发农场，将3个超级稻品种放在文
发农场试验种植，当年便打破了水稻
全国最高亩产纪录。同年，该农场成
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科技合作基地，是目
前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在
省内唯一的家庭农场式科技合作基
地。

今年7月8日，国家水稻产业技
术体系江门综合试验站组织有关专
家对该基地约 7 公顷的“华航 51
号”示范田进行测产。经测产，应用

“精量穴直播技术”的示范田亩产达
到 563.18 公斤，与人工撒播相比，
每亩增产 10%以上；“减量 10%固
体肥机械化高效追肥模式”有效提
高 肥 料 利 用 率 5%- 10% ，增 产
5.75%，达到了减肥增产的效果。

“我国普遍存在化肥用量大，利
用率不高的问题，机械化高效追肥模
式在新会区示范点起到了带动作用，
有助于该技术在广东省的推广和应
用，提高我国化肥利用率。”华南农业
大学副教授杨文武表示。

“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良田、良
种、良法、良态，新会示范基地取得了
良好的示范效果。农业生产效益不
高，张永发能长期坚持，很不容易！”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点赞道。

目前，文发农场拥有翻土机、插
秧机、植保无人机、收割机、粮食烘干
机、粮食初加工设备等机具，涉及耕
田、平田、育插秧、植保、收割、烘干、
初加工等各个生产环节，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初步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
械化。该农场吸引周边大量农户前
来参观学习，带动了一批农户加入机
械化生产队伍。

张永发没想到，他的农场也可以为“中
国种”“中国粮”作出贡献。

“我搞机械种植、办农场，最初是为了
一家人的温饱，让父辈从繁重的体力劳动
中解脱出来。自从农场成为试验基地，与
专家打交道多了，我知道了端稳饭碗的重
要性。作为一名农民，能够参与国家大计，
我感到非常荣幸！”张永发骄傲地说。

“目前，我们有水稻田46.7公顷（700
亩），其中，有4.4公顷（66亩）专门用于培育
新品种。今年早造，我们培育了51个新品
种，晚造也有40个新品种。”张永发说，他和
请来的11个工作人员每天都像照顾自己的
孩子一样，呵护着种植场里的每一株水
稻。“受疫情影响，专家不方便过来。水稻
种下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巡视，细致观察
水稻的生长情况。一旦发现新情况，立刻
与专家进行视频连线，然后按照他们的要
求进行处理。”他补充道。

“试验种植过程中学到的新技术、新方
法、新知识，我们会同步介绍给身边的农
户。”张永发说，作为水稻新品种新技术试
验示范项目基地，文发农场最大的收获就
是能够接触更多、更科学的水稻种植技术。

“我们每年都举办各种观摩和展示活动，
今年以来已办了十场，包括‘农机促春耕’现
场会、早造优质水稻新品种新技术现场观摩
会、稻田音乐会等。我们还邀请附近学校的
学生免费来体验农耕等。”张永发表示，让现
代农业发展成果为大众所了解，推广农业种
植技术，是文发农场的责任。

据统计，2010年以来，张永发全面推广
和实施水稻田农药减量控害技术、化肥减
量增效水稻一次性施肥技术、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技术、稻草回田、冬种蔬菜综合提
升地力技术等。他通过组织新品种新技术
现场培训和观摩会，平均每年带动从业人
数60人。

“今年，我们将扩大农机社会化服务面
积，争取达到133.3公顷（2000亩）。同时，
加大农机购买力度，向‘无人农场’迈进。”
张永发介绍。

在多年的工作中，张永发还发现许多
农户存在卖粮难问题，许多品质好的米卖
不出好价钱。2020年，张永发成立文发米
厂，从事粮食加工，延长产业链，打造新会
丝苗米品牌。该公司与农户签订合作协
议，约定种植品种，承诺以高于市场价的价
格收购，保证农户利益，让他们安心种粮。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近年来，文发农
场的收入连年增长，去年达300万元。今
年，张永发被授予“新时代最美青年人”“葵
乡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谈到未来发展，张永发目光坚定：“我
们的目标是将生产方式由机械化向绿色、
智能信息化升级换代，运用智慧农机装备，
让农业生产更加舒适、更加环保、更加高
效、更加科学，带动周边农民朋友增加收
入，实现共同富裕。”

“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帮助村里改造
基础设施、雇佣村内老人和妇女提高其家
庭收入……文发农场在不断发展的同时还
带动了周边农户共同致富，是产业乡村振
兴的践行者。”双水镇木江村党总支书记伍
美浓为文发农场点赞。

今年4月的一天，在文
发农场的稻田里，一架无人
植保机升空，来回穿梭，把农
药均匀地撒入水田中。不到
20 分钟，就播撒完一大块
地。操控无人机的人正是张
永发。

“刚开始，我是一名什么
都不懂的‘小白’，只能从头
学起。通过参加培训、自己
揣摩，农场的农机和无人机
都被我摸熟了。同村的不少
伙伴还经常向我请教呢！”张
永发说。

除了学农机操作，张永
发还学习种植技术、田间管
理、经营管理等。2021年，他
参加了“广东精勤农民网络
培训学院”项目，掌握了不少
水稻种植知识，还学会了如
何防治红火蚁、红蜘蛛等病
虫害。

目前，张永发的朋友圈
里有200多位农业领域的专
家好友。他们成为张永发的

“智囊团”。生产中遇到什么
问题，张永发可以随时请
教。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积
累，张永发由“小白”变成了
专家，取得了“水稻丝苗米
品种种植工程师”职称，还
被评为“江门市十大杰出高
素质农民”“广东省农机使
用一线土专家”“新会农技
驿站土专家”“广东省农业
乡土专家”“葵乡最美科技
工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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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发操作无人植保机播撒农药。

今年今年，，文发农场早造水稻获丰收文发农场早造水稻获丰收，，农业机械化大大提升了收割效率农业机械化大大提升了收割效率。。

从进城打工
到回乡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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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营家庭农场
到建立示范基地

从耕好“自家地”
到种好“中国粮”

从农机“小白”
到省级“土专家”

择业之变、能力之变、经

营之变、境界之变，“90后”张

永发从一个进城的打工人，变

成了一个现代新型职业农民、

省级“土专家”。

“谁来种地”和“怎样种

地”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从个体角度看，张永发的

成功得益于他爱学习、肯钻

研。“张永发善于学习，种植水

平和管理能力较高，作为文发

农场的技术指导，我见证了他

从种植水稻的‘门外汉’到‘土

专家’的转变。”新会区农业农

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李海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

是说。其次，张永发和他的农

场具有鲜明的示范功能、组织

功能和服务功能，既同步推广

了新技术新应用，还带领周边

村民走上致富道路。

从社会角度来看，农业生

产经营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

响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的进程。新型职业农民是振

兴乡村、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

主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

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端稳中国

人的饭碗具有重要意义。

张永发的成长，离不开各

级政府部门、农业科研单位的

帮助。有关部门应该继续加

大扶持力度，培育更多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鼓励社会涌现更

多“张永发”，可以多办培训

班、加强现场技术指导、多给

予贷款支持、多提供销售平台

和信息服务等。

目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更加依靠

科技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

的历史新阶段。要把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作为发展现代农

业的基础性工程，让一大批能

创新、敢创业的“张永发”成长

起来，用他们的智慧把互联网

科技融入农业中，实现智慧农

业；把品牌意识带到农产品

中，实现品牌农业，引领现代

农业的发展方向。

时代呼唤
更多“张永发”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