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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
春耕备耕忙。眼
下正值早稻播种

育秧的黄金时节，我市种粮
大户纷纷抢抓农时开展早稻
育秧播种工作，打好早稻生
产“第一仗”。在全市种粮大
户中，有一批人占据了我市
耕地的半壁江山，为我市粮
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
们就是江西省余干籍的种粮
大户。

据统计，我市现有耕地 10 余万

亩，其中江西省余干籍农人就承包了

共计 5 余万亩。目前，在我市发展的

余干籍农人有 89 户、160 余人。其

中，承包1000亩以上的有16户，承包

800亩以上的有12户。

为何余干籍的种粮大户在我市

能占据如此大的比例？这还要从第

一批到永康种粮的余干籍农人段国

辉、章天寿、卢水龙等人说起。

2003年，章天寿看望嫁到永康的

姐姐，在姐姐的劝说下，在我市承包

了 80 亩左右的农田。当年他通过种

粮赚了 3000 元。第一年大着胆子赚

到钱以后，第二年他回到永康直接承

包了200亩农田。

2004年朱安良到我市企业打工，

当时他主要以上夜班为主，白天他骑

车到周边转悠时，看到当地有不少农

田，他就萌生了一种承包种粮的想

法。“我看到永康不少田期待人承包，

就想着能不能利用自己多年的种粮

经验。”朱安良告诉记者，最初亲家章

天寿曾提议匀出30亩田让他试种，当

时打定主意要种田的他，辞掉了工

作，在芝英镇王上店村附近承包了 67

亩农田，没想到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

收，当年他赚得两万元，还买了一台

价值6000余元的手扶拖拉机。

为何当时永康的田亟待他人承

包？记者询问相关人员了解到，那段

时期是永康工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

我市绝大部分农民“洗脚上岸”，从事

经商、务工等，种田的人越来越少，所

以出现“有田缺人”的局面，外来种粮

大户的到来给永康粮食生产带来了

转机。

说起光辉历史，一众种粮大户就

止不住话匣，你一言我一语，在他们

的表述中，记者了解到，2008 年章天

寿因粮食卖得最多，被评为“永康市

种粮状元”，获得 10 万元重奖，2010

年章天寿和朱安良在“十大种粮大

户”评选中，分别获得 10 万元和 5 万

元的奖金，当年他们还开着新买的桑

塔纳轿车回老家，让大家知道“种粮

也是能赚钱的”。

此后，越来越多的余干籍人以“亲

带亲，邻带邻”的方式扎根永康这片土

地，从事粮食生产。2008年段国辉将

他在福建务工的儿子带到永康学种

田，2009年朱安良女儿女婿也在他的

说动下来永康承包农田种粮，2015年

段胜辉也来永康承包农田⋯⋯

“有难处你们可直接向我们反映，我们

会想方设法帮你们解决。”在每次与种粮大

户的商谈中，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都会

向他们这样保证。

在春耕备耕前，市农业农村局多次集

中组织种粮大户开会，让他们提出农业生

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竭力为他们解决问

题。

一直以来，我市都很重视“三农”工作。

2009 年，时任副市长金艳亲自带队前往江

西省余干县将15户江西籍种粮大户及家属

接回永康。今年 1 月底，市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应明带队前往江西省余干县慰问种粮大

户。今年，我市又一次上调早稻、晚稻、油菜

的补贴价格，维护农人积极性；每年的技术

培训、技术指导更是接二连三，种种举措都

让他们感受到我市对农业生产工作的重视，

也让他们种粮更安心。

在外种粮二十余年，当记者问及他们是

否有想过回老家承包农田种粮时，他们纷纷

摇头：“家都已经安在这里了，产业也在永康

了，而且永康对种粮的重视程度很高，给我

们的政策也很好。”

正如段胜辉所说，来的时候他只带了儿

子，现在孙子下半年就要读初中了，他也要

慢慢地将事业交接给“农二代”，让他们继续

为永康粮食安全作贡献。

去年开始朱熟良就将承包的土地交给

儿子和女婿打理，他自己则和金华市汉康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继续深入探索稻

渔综合种养模式，计划在西城街道排塘村附

近打造一个集生产、科研、冷链、仓储于一体

的龙虾集散交易中心，并打算创立稻虾米品

牌。

“此处心安是吾乡。”说起为何余干籍种

粮大户从最初的 3 个人到如今的 160 余人，

撑起了我市农田耕种的半壁江山，大概这句

话最能体现他们的心情。党委、政府持续高

度重视，服务持续优化，让他们种粮没有后

顾之忧，在种粮中致富。

■■ 从80亩到上千亩
两代江西农人在永打拼

■■“政府重视政策
好，我们种粮安心”

余干县位于鄱阳湖平原，是个典

型的农业大县，耕地多，但人均耕地

面积只有 0.9 亩，这也出现了家家户

户种田的现象，但仍有人外出谋生的

情况。丰富的种植经验，也为他们在

永康种粮致富打下了基础。

说起种植技巧，种粮大户们都

说：“没有什么技巧，只是时间把握

好，种子选得好，管理要管好。”要做

到这“三好”看似简单，实则很难。章

安良告诉记者，管理上除草和除虫的

时间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尤其像二化

螟这类病虫害，非常棘手。早稻和连

晚都有着较强的季节性，时间要掌握

得很精准，比如早稻大概在 7 月 17

日、18 日就要开始收割了，收割晚了

就会影响晚稻种植。同时，他还列举

了永康与余干两地之间的种植差别：

“余干一般在大暑时节就可以开始收

割，永康的收割时间要相对晚两天左

右。”

对于农一代来说，他们能很好地

根据两地的气温、气候适时调整农作

物的播种和收割。对于不常务农的

农二代来说，接过接力棒的他们如何

种好粮，除了父辈传下来的农时经验

外，科技支撑更是增产、保产的秘籍。

“2003 年，我和老乡来永康开展

农田承包经营时，最好的设备是一辆

手扶式拖拉机，因为设备少只敢承包

100 亩，现在我光种植面积就多达

1000 多亩，实现机械播种、施肥、收

割，非常方便省心。”段国辉说。

“智能化的时代，除了选种好、管

理好、时间好，用好农业机械也是种

好粮的关键。”朱鹏辉是朱安良的儿

子，2004年他跟着父亲朱安良一起到

永康种粮，主要负责开拖拉机。“我们

家现在承包了 1000 亩左右，那时候

我们刚到永康基本上是以手工为主，

第一年赚钱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那

时候感觉很了不得了。”朱鹏辉说，现

在不仅有拖拉机，还有收割机、烘干

机、插秧机这些设备，让种粮成为相

对容易的事。

■■ 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强农
机械化成“农二代”增产秘籍

政策激励提信心 贴心服务留人心

160余名江西农人耕种我市“半壁江山”

前往江西省慰问余干籍种粮大户

种粮大户开着拖拉机耕田

组织种粮大户解难题 融媒记者 潘燕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