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来到前仓镇维哲农场，看到田里一片

生机盎然：进入孕穗期的早稻茁壮成长，刚机插

的单季稻长势良好，绿油油的芋田里一张张偌

大的芋叶似小伞撑开。

“眼下特别忙，早稻田要做好除草、灌水、病

虫害防治，毛芋田要做好田间管理。”李维哲说，

“前几天没日没夜忙，争取早点将单季稻秧苗机

插入田。一家人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忙到天黑，

目的是争取一周内种完单季稻。”

李维哲一家三代都在抢工期。大家分工明

确：父母亲、妻子忙着田间管理；李维哲驾驶现

代农机翻耕、机插等，女儿李盛桔则做好后勤保

障，运用网络营销农产品。

今年，李维哲流转来 1000 多亩土地，种植

小麦、水稻、毛芋等作物。其中，单季稻 900 多

亩，早稻 100 多亩，小麦 300 多亩，复种面积达

1000 多亩。“我市种粮政策好，扶持力度大，部

门服务贴心，种粮户心里踏实。”李维哲说，“我

种粮10多年，积累了一定经验。全家人积极参

与，农场发展越来越顺。我们农场自产自销的

土麦面、绿色大米、舜芋等，在我市有了一定的

知名度，经济效益较好。”

“粮二代”池振学则忙着在田间、农资店两

头跑。“现在从种粮向服务好社员转变。”池振学

说，今年，他家除了要管理好 600 多亩田外，还

要为社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当好“田保

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池振学是杨溪稻米专业合作社的主要负责

人。该合作社是我市规模最大的农业合作社，仅

种粮大户就有30多户，用户达1000多户，共承包

土地近万亩，分布在全市10多个镇（街道、区）。

子承父业，池振学接过父亲的接力棒，落实

种粮、服务两大工作。“我市种粮好政策留住了

一大批外地籍种粮大户及他们的‘粮二代’，而

合作社就是他们的家。大家抱团发展，才能享

受更多的种粮红利。”池振学说，“比如，化肥、农

药等农资价格年年上涨，合作社出面直接向厂

家团购，可省下不少费用。”

“粮二代”胡志也在田里忙碌。5 年前，他

从丈人手里接过种粮接力棒，流转来的近千亩

粮田年年取得好收成。

我市种粮政策好
“粮二代”心里踏实

池振学池振学（（右右））参加全市缓控施肥培训会参加全市缓控施肥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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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后’不愿种地、‘80 后’
不会种地、‘90 后’不提种地”现
象，成为近些年的网络热议。与此
截然不同的是，我市却出现“种粮
积极性不减，‘粮二代’热衷当‘农
老板’”的喜人局面。

近日，记者前往前仓镇、石柱
镇、芝英镇，采访我市“粮二代”代
表李维哲、池振学、胡志，探寻他们
传承父辈精神、专注粮食生产的心
路历程。

李维哲接手后，农场发展规模

不断扩大。父母亲按照传统方式

种粮，李维哲则勤于钻研学习，喜

欢尝试新技术，对机械化的使用更

为广泛，先后添置了插秧机、翻耕

机、收割机等现代农机，探索现代

化的高效种粮之路。“他是典型的

农机迷，家里的农机换了一代又一

代。瞧，烘干机组合都配全了各种

设备。”70 多岁的李税尧聊起儿子

李维哲一脸欣慰。

近年来，李维哲先后投入 500

多万元添置高速播种机、智能收割

机、烘干机、磨麦机、植保飞机等，

实现了水稻、小麦种植的全程现代

化，全面提升了种稻、种麦的效率

和效益。“机插每人每天约种 50 多

亩，今年农场预计种植单季稻 900

多 亩 ，这 样 算 大 概 10 多 天 能 种

完。”李维哲说，10 多年来，他家农

场已换上了多台收割机，收割效率

大幅提高。同时，他还喜欢钻研种

植技术，探索“稻+芋”套种、轮种等

新模式，提升农产品品质，实现增

产增收。

李维哲是市舜芋技术协会会

长。他连续多年带领农户钻研种

植技术，舜芋品质大幅提高，成功

登上了“雪龙号”考察船。“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

的要求有所提升，农场以后要往高

质量方向发展。”李维哲说。

胡志是市丰登粮食生产合作

社的主要负责人。该合作社承包耕

地面积800多亩，总复种面积1000

余亩，预计年产粮食 500 多吨。去

年，合作社还集中示范展示水稻新

品种 300 亩，试种示范早稻、单季

稻、晚稻新品种 20 多个，为全省新

品种选育以及我市新品种示范推

广、培训交流提供良好平台。

“父辈们能吃苦耐劳，对农业

怀着深厚的感情。我们这一代人

对机械的操作更擅长，两代人优势

互补，规模种粮不再难。”李维哲

说，“累活苦活父母主动承担，女儿

积极探索新的销售模式，借助‘互

联网+’，为家里的农产品拓展销

路，把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父辈做好传帮带，“粮二代”努

力探索增产增收方式。就这样，我

市农业生产得以积极稳妥迈向高

质量发展之路。2020 年，我市稻

麦复种面积 9.6 万亩、粮食播种面

积13.9万亩、粮食总产量6.2万吨，

实现面积、总产双连增，获评省第

三届“河姆渡”杯粮食生产先进

县。同时，我市积极探索推广机器

换人，目前，粮食生产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87%，位列全省前茅。

“粮二代”努力探索增产增收方式

探索现代化高效种粮之路 运用“互联网+”打开销路

我市“粮二代”缘何热衷当“农老板”

李维哲在收割单季稻。

“能当上现代农民，多亏了丈

人的引领。”胡志说，他丈人 20 世

纪 90 年代末就开始连片承包土

地，规模种植水稻，最多时流转土

地面积达800多亩。

80 后的胡志是外地籍永康女

婿，早期在芝英一家滑板车企业打

工，从一线装配工做到车间主任，

收入不菲。后来看到妻子一家在

田里忙碌，他便选择“弃工从农”，

做“农老板”。

“丈人手把手传授经验，我渐

渐从‘门外汉’成为种粮能手，加之

能娴熟操作各种农机，更是得心应

手。”胡志说，一家人不怕辛苦种好

粮，市里的农技专家经常入户服

务。目前，胡志流转的土地部分在

桥里粮食生产功能区。该功能区已

成为我市粮食生产的主要区块。

“干农业虽然辛苦，但也有成

就感。”在合作社温室育秧中心，池

振学边装秧苗边说，单季稻秧苗除

供自家稻田栽种外，主要是为其他

种粮大户培育。

池振学早年开车，几乎没像模

像样干过农活，前几年才投身农

业。“父亲池国通退休后承包了几

十亩土地搞农业生产，起早贪黑在

田里忙碌。看到父亲这样辛苦，我

就卷起裤脚下田，替父分忧。”池振

学说，“现在夫妻俩齐心做好种粮、

服务社员的工作。”

李维哲成为“粮二代”并非偶

然。李维哲是土生土长的前仓镇

荆州村人，父亲和大伯一直从事农

业生产，多年来，流转来几十亩土

地。上世纪初，他大伯退休，李维

哲接过种田接力棒。“我父母亲一

辈子从事农业，在全家人的努力

下，我家农场越办越好。”李维哲

说。

父辈传帮带，“粮二代”充满信心

胡志忙着机插秧苗胡志忙着机插秧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