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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
引领产业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带动乡亲致富带动乡亲致富

本报记者 何峰 通讯员 丁世恩

近年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发生深刻变
化，市农办组织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轮训工程。我市一批有想
法、善经营的职业农民在转型升级浪潮中抢占先机，勇立潮头，
走出一条农业新型发展道路。层出不穷的新主体催生了农业新
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本期我们遴选了五位在创业创新上有代
表性的职业农民。他们中，有以匠人之心九破“农业吉尼斯”纪录
的稻作高手，有从研究机构里出来投身商海的畜禽专家，有学成归
国打造国内最大海鲜B2B交易平台的青年才俊，有从企业高管到
扎根家乡田野的农场CEO，有接手家族产业后创新发展的“慈溪鹅
娘”。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成功心得分享给大家，希望我市能涌现
出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一显身手。

近年来，我市以支持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
绕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美丽乡
村建设、农民增收，精准推进
农村实用人才的系统化培育，
分类分批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轮训工程，在增强人才驱
动、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动能方
面 成 效 明 显 。 截 至 11 月 20

日，今年全市已完成各类农民
培训6.8万人次，其中农村实用
人才培训 1.5 万人，新增农村
实用人才6530人，培育了一批
农业农村发展急需的复合型人
才。

市农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着眼于提高培训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大力推进专

业化、精细化培训，提升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
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同时，结
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大农旅融合、青创农场、农村
电商、绿色农业等专业化培训
项目，开展中高级新型职业农
民、现代农业领军人才等中高
层次的培训项目。

我市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轮训工程

上周六，叶宁代表“海上
鲜 ” 捧 回 “2017 创 业 黑 马 百
强”的奖杯，这是我市唯一获
此殊荣的项目。“装了‘海上
鲜’手机客户端，鱼刚捕捞上
来，就能发布出售信息，可以
卖个好价钱。”船老大陈军海说
出 了 “ 海 上 鲜 ” 获 奖 的 “ 秘
密”。

叶宁 2007 年赴德留学，用
4 年时间修完了 6 年的学业。回
国后，叶宁的塑料生意虽然顺风
顺水，但那几年风起云涌的互联
网大潮，“挠”得他“心痒痒”。

出生在宁波的叶宁发现，
渔 民 每 次 出 海 需 要 一 个 月 左
右 时 间 ， 茫 茫 大 海 上 没 有 网
络，海事卫星提供的服务又极
其昂贵。叶宁瞄准海上互联网
这 一 空 白 ， 历 时 一 年 开 发 出

“海上 WiFi”通信终端和 APP，
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渔
民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情况下依
然可以和岸上的家人、朋友通
信 ， 而 且 可 以 免 费 使 用 。 在

2014 年 的 宁 波 鼓 楼 人 才 峰 会
中，该项目被奉化创投基金看
中。2015 年 2 月，叶宁在奉化
成立了宁波海上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 解 决 出 海 捕 鱼 ‘ 失 联 ’
后，我发现传统鱼货交易存在
信息不对称、价格不透明、中
间环节多等弊端，非常适合用
互 联 网 的 方 式 加 以 改 造 提
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 ，

“海上鲜”进军海鲜互联网撮合
交易，成为国内首家“北斗+互
联 网 + 渔 业 ” 的 电 商 平 台 。

“用互联网连接捕捞销售全过
程，降低买卖双方的贸易成本
和时间成本。”叶宁从交易环节
入手，利用互联网模式开展撮
合交易、自营(代销代购)、仓储
质押、供应链金融及大数据服
务。

回忆起创业初期，叶宁说
那 时 候 既 当 CEO， 又 当 技 术
员、销售员，平均每天工作 16
个 小 时 以 上 。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市
60%多的渔船已经安装了“海
上鲜”系统。同时，“海上鲜”
在全国成立了 12 个办事处，今
年平台交易额将突破 20 亿元，
有望成为全国最大的海鲜 B2B
交易平台。

崭 新 的 模 式 和 美 好 的 前
景，引来风投的青睐。短短两
年时间，“海上鲜”已经完成 3
轮累计近亿元的融资，股东包
括国内多家基金公司和 3 家上
市公司。叶宁表示，下一步将
在周边省市继续布点，同时不
断升级系统功能，打通仓储、
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服务，构
建海鲜交易的生态系统和交易
闭环。

打造全国最大海鲜B2B交易平台 “我一直都是田野的孩子。”
黄开明这样说他与农业的不解之
缘。2010 年，大学毕业 6 年的他
在江苏一家企业担任厂长兼总
工，当时不满30岁的他年薪40多
万元，是同龄人羡慕的对象。虽
然事业蒸蒸日上，但“儿时泥土
的芬芳”却让他坚定地回乡创
业。2014 年 5 月，黄开明放弃了
报酬丰厚的工作，回乡创建象山
开明家庭农场，种植水稻和柑
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黄开明始终坚信必须用科学的理
念、先进的设备来“改造”传统
农业。他主动与市农科院对接，
先后引进甬优系列、甬仙、雪珍
等水稻良种和一系列先进的农业
机械设备。2014 年 8 月，针对粮
食生产植保与施肥作业环节劳动

力短缺的问题，黄开明大胆引进
无人植保飞机，并联合县内 5 家
规模较大的合作社，成立了浙江
省首家无人植保飞机作业服务公
司——象山春翔农机作业服务有
限公司。

“学无止境，走出去能开阔
眼界，结交新朋友，发现新商
机 。” 黄 开 明 频 繁 外 出 学 习 考
察，成为他事业蒸蒸日上的阶
梯。2016 年 10 月，他被推荐参
加宁波市现代农业领军人才培
训；2017 年 6 月，参加了由市农
办组织的宁波市农旅融合发展赴
台培训班。

2015年10月，经象山县农林
局推荐，黄开明赴日本研修 3 个
月的农业技术。回国后，黄开明
在 2016 年 9 月组织成立了象山县
柑橘产业联盟并当选为第一届理

事长，通过品牌策划和参加展示
展销等，打造象山“红美人”柑
橘等品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

“我们的父辈终会老去，以
后谁来种地？”黄开明经常这样
问自己。在他看来，提高农业的
科技含量，推进农业机械化、智
能化、生态化是必由之路。如
今，他的理想正 在 农 场 的 不 断
进步中慢慢变为现实，而他也
在“科技农民”这条路上越走
越顺。

从企业高管到扎根田野的农场CEO

黄 开 明

鲁华芳毕业于浙江科技大学
国际贸易专业，2009年和丈夫回
到慈溪，“接班”婆婆创办的旺
圣鹅产品有限公司。

当时公司的主打品种是大白
鹅，养殖这个品种的农户非常多，
竞争激烈，一旦遇上疫情，甚至可
能血本无归。鲁华芳一心投入鹅
场养殖工作，但收效甚微。“只有
独辟蹊径，才能摆脱尴尬局面，找
到蓝海市场。”鲁华芳在四处调研
后，把目标转向了法式鹅肝，准备
将这种高贵美食搬上老百姓的餐
桌。2005 年，全家人商量决定，把
所有的大白鹅替换成法国的朗德
鹅苗，专做法式鹅肥肝。

起初，鲁华芳只是在线下推
销法式鹅肝，虽然产品的口碑不
错，但受地域局限，销量增长缓
慢。2011 年年初的一个展销会
上，一位客户看到他们的产品表

达了购买意愿，并问他们是否有
网店。这句话点醒了鲁华芳，当
年 3 月份他们就在淘宝上开了一
家鹅肝专卖店。

初涉电商，鲁华芳事事亲为，
常常忙到凌晨一两点钟。为满足客
户的不同需求，他们将养殖场的小
鹅、中鹅和大鹅分开养，养到4至5
个月后取肝。他们还根据顾客的不
同口味，对鹅肝进行差别化烹饪，
甚至连酱汁都分了好几种，做到私
人化定制服务。

天道酬勤！一路攀升的成交
纪录坚定了她网上销售的信心。
鲁华芳自豪地说：“现在我们的
店铺用什么宣传语，其他店铺就
跟风，很多顾客问我怎么保证熟
食的质量，我就回他们一句话，
我做的鹅肝能让自己的两个孩子
放心吃。”现在，鲁华芳的淘宝
店客户“回头率”在30%以上。

目前，公司发展态势良好，
今年的销售额有望比去年翻一
番，其中电商占了三分之一。公
司生意红红火火，鲁华芳被人称
为“慈溪鹅娘”。

谈到农产品电商，鲁华芳有
自己的心得，“电商一定要有实体
做支撑，尤其是做生鲜熟食，要打
造自己的品牌，长期积累的口碑
很重要。”99%的产品好评率，让她
越来越坚定，最好的传播介质其
实正是产品本身。下一步，她计划
继续开发新产品，同时拓展网销
渠道，让法式鹅肝进入千家万户。

独辟蹊径的电商“鹅娘”

鲁 华 芳

“打破纪录没那么难，只要
用心、专注，不断学习摸索，
高产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海
曙区洞桥镇，笔者见到种粮大
户 许 跃 进 时 ， 他 正 在 检 修 设
备。他在7年时间里创造了9项
浙江农业吉尼斯纪录，被当地
农民称为“农业吉尼斯狂人”。

许 跃 进 早 年 经 营 农 资 商
店，当时一些农民种粮亏本，
经 常 到 他 店 里 赊 账 买 农 资 。

“我就不信种粮没钱赚！”1998
年 ， 许 跃 进 承 包 了 360 亩 农
田 。 从 此 ， 他 一 头 扎 进 稻 田
里，每天早出晚归“伺候”水
稻。那一年，许跃进种植的单
季晚稻平均亩产 600 多公斤，
比周边农户高出100公斤左右。

“谁的产量高，谁就是我赶
超的目标。”农技站组织的种粮
大户现场交流会，许跃进雷打
不动地参加；市区两级举办的
粮食高产培训活动，他一次不
落。听说镇海、宁海等地一些

种粮大户产量很高，他就跑去
“取经”。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试验，
2008 年，许跃进终于刷新单季
晚稻单产和百亩示范方亩产两
项浙江农业吉尼斯纪录。2012
年 9 月下旬，“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百亩试验田亩产首次突
破 900 公斤。不久，这个纪录
被许跃进打破，在国家农业部
组织的验收中，他种植的“甬
优 12”百亩示范方平均亩产达
963.65公斤。

“高产没有止境，和别人较
劲，也是和自己较劲。”许跃进
指着 9 本浙江农业吉尼斯证书
对笔者说。在粮食种植上连续取
得骄人成绩，他获得“全国优秀
种粮大户”“全国种粮售粮大户”
等荣誉称号。“农业吉尼斯狂人”
的故事不胫而走，众多高校和科
研院所在许跃进的承包田里设
立了基地，扬州大学每年派 3
名研究生常驻这里学艺、试验。

“种粮不光为了赚钱，也要
担责任。”这是他常说的一句
话。2008 年，许跃进牵头成立
洞桥南瑞粮机专业合作社，向
周边农户传授技术。许跃进从
过去一个人的高产“领先”，向
带领种粮大户提高产量的“领
军”转变。如今，合作社社员
已超过 50 户，经营土地面积
7400 亩。社员的种粮水平大幅
提高，收益越来越丰厚。

在 许 跃 进 的 影 响 和 带 动
下，合作社里出现了越来越多
的年轻农民。“我们这一代人总
会变老，把经验和技术传授给
年轻人，他们会继续向粮食高
产发起冲击。”许跃进说。

连破“农业吉尼斯”纪录的种粮大户

笔者见到身着蓝色工作服的
于波时，他正在仔细观察鸭子进
食，今年是这位畜禽专家在宁波
创业的第10个年头。

于波从扬州大学研究生毕业
后，加入了浙江省农科院首席专
家卢立志课题组，进行“鸭的早
熟与高产基因研究”。一次偶然
的机会，于波听说原镇海江南家
禽育种有限公司王应龙经理寻找
企业接班人，便有了跳入“农
门”的想法。此举遭到家人的强
烈反对，但此时的于波“一根筋
搭在了农村”。他认定“农村大
有可为”，自己的专业技能一定
能在养殖场有用武之地。

“只有创新养殖方法，才能
提高养殖利润，加快现代畜牧业
发展。”这是于波一直以来的理

念，也是他努力的目标。2008年
开始承包镇海江南家禽育种有限
公司后，于波一心扑在公司上，
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假期。

接手公司后，于波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造。看到鸭舍陈旧，
于波打造全封闭式现代化鸭舍，
改善种鸭的生长环境，从而降低
发病率，增加产蛋量；2010 年，
于波研制出自动化刮粪装置，在
鸭舍地面建起了粪槽；2014 年，
于波开发出绿色生态养殖模式，
完成了养殖污水处理工程，实现
蛋鸭养殖零排放；2015年全市水
禽旱养技术现场会在江南家禽育
种有限公司举行，于波探索出的
绿色生态养殖模式得到推广。

“养鸭场里的废弃物，是种
植业的‘宝贝’。”于波在镇海区

骆驼街道流转土地 530 余亩，探
索新型种养结合生态农业模式，
年产优质稻谷 300 吨。于波还以
此为基础，继续深入研究新型农
牧共作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一人富不是富”。于波主动
带动周边种养户进行农作转型，
积极宣传开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必
要性，输出生态养殖技术，推动
周边农业的科学化、现代化、实
用化，促进种植户、养殖户增产
增收。

用科技改变传统的养鸭人

于 波

叶 宁

许 跃 进

图为位于鄞江的趣湾庄园图为位于鄞江的趣湾庄园，，广大乡村已成为创业创新的广大乡村已成为创业创新的““热土热土””。。（（何峰何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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