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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三江热议

大学生做职业农民，生动诠释“观念一变天地宽”
杨朝清

初夏，小麦丰收时节。在宁波
市一大片麦田里，一位青年农民熟
练地操控着收割机在田里“奔跑”。
沈碧波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给水排
水专业，毕业后进入宁波建设集团
干着专业对口的工作。两年后，他
辞职回到老家蜃蛟村，帮着务农的
父亲种水稻，成为职业农民。

6月2日《宁波日报》

回到老家所在的城市，干着专
业对口的工作，沈碧波却不走寻常
路，干起了职业农民。一方面，作为
农家子弟，他对土地和农村充满感
情；另一方面，作为农业大学的毕业
生，他笃信乡土大地是“希望的田
野”，只要将传统种植经验、农业科
学技术与现代经营管理有机结合，
农村同样大有可为。

不论是流转600亩土地实现规
模化、机械化，还是按比例种植不同
品种使得产量达到最高、风险降到
最低，抑或用“稻田画”打造美丽乡
村，成为职业农民不仅让沈碧波收
获了乐趣和信心，也让他得到了较
为丰厚的回报。和完全凭借经验和

“跟着别人走”的传统种植方法不
同，沈碧波实行严格甄选种子、田间
管理精细化和用工责任制，让他的
农场水稻平均亩产量比周边农田高
150公斤左右。

在传统观念中，农家子弟通过
努力和奋斗实现城市融入，才是有
本事、有能力的表现；那些回到农村
的农家子弟，往往被视为无能者和
失败者，被一些先入为主的人断定

是在城市混不下去才回到农村。在
社会流动路径越来越多样化的今
天，乡村也可以提供“实现价值、发
挥作用、赢得尊重”的舞台，大学生
职业农民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与祖辈、父辈相比，大学生既缺
乏农业生产经验，对乡村里的关系、
规则、情感、认同理解得也不够深
入。然而，大学生当职业农民也有
一些优势，经过系统学习的他们掌
握了一定的专业技能，能够熟练运
用互联网，懂得主动拥抱和对接市
场，愿意用精细化、规范化手段进行
管理……职业农民和传统农民的区
别，不仅在于农田规模的大小，更在
于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只有从土地上得到更多的激励
和回报，才能吸引更多大学生返乡
成长为职业农民。职业农民不是与
生俱来的身份标签，而是大学生通
过自己后天的努力赢来的社会角
色。职业农民不仅有效打破传统农
民“靠天吃饭”的困境，也能有效破
解“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菜贱
伤农”等难题。大学生职业农民并
非“人往低处走”，而是“观念一变天
地宽”。

市场是冰冷、残酷的，大学生
职业农民同样要经受大浪淘沙、风
吹浪打。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适
合“希望的田野”，不是所有的农家
子弟都能成为职业农民。只有真
正热爱乡土大地、愿意在乡村有所
作为、舍得投入智慧和汗水的农村
大学生，土地才会给予他们足够的
馈赠。

图说世相

连大象的“剩饭”都不放过
“吃相”既难看又危险
陈广江

连日来，15头原本栖息在云南
省西双版纳州的野生亚洲象一路北
上，引发广泛关注。6月2日一早，

“网络主播吃象群吃剩的菠萝”的话
题一跃登上微博热搜第一，短短时
间内阅读量过亿。

6月2日掌上春城

其实，这些奇葩网络主播是被
骂上热搜的。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
奇葩主播，怎么吸引眼球就怎么蹭，
哗众取宠毫无底线，连大象吃剩的
菠萝都要拿过来啃一口，这种“吃
相”未免太难看。不少网友呼吁，这
种网络主播应该被禁播。

象群北迁引发全民围观并不奇
怪，也不是坏事。正如有媒体所指出
的，有关各方围绕“大象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为何离家”“如何回家”“如何
保护”等问题展开研探和科普，人们重
新认识了野生亚洲象作为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以及云南
为保护亚洲象所付出的努力。

全民围观象群北迁，本是一堂
罕见、生动的生态文明课、野生动物
保护课，而不应成为一场各路主播
粉墨登场、“围猎流量”的闹剧。事
实上，为蹭流量一路追象，连大象的

“剩饭”都不放过，这不只是“吃相”
难看的问题，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

行为，绝不能等闲视之。
野生亚洲象看似稳重，实则很容

易受惊，一旦象群被直播行为惊扰，
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危险：其一，袭
击人类，面对这样庞然大物，普通人
几乎毫无还手能力；其二，改变迁徙
路线，连日来各方所有的努力可能化
为泡影；其三，受惊后可能毁坏更多
的庄稼、房屋，据报道，这群亚洲象一
路北上，40天内已“肇事”412起，直接
破坏农作物达842亩，初步估计直接
经济损失近680万元。

象群“出圈”，围观不能出格。
在“全民观象”过程中，尽最大可能
与象群和谐共处，不伤害、不打扰象
群，让大象尽快平安“回家”，应成为
社会的共识和底线。为了流量及其
背后的利益，一些主播不择手段追
象，置生命健康和公共安全于不顾，
这种自私行为应受到谴责和惩罚。

更令人如鲠在喉的是，这些追
象的奇葩主播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
的行为有多么愚俗、危险，还一脸骄
傲地炫耀自己“一路追，一路追，追
了四天了”。这也提醒有关部门，对
这些近乎疯狂的网络主播，要保持
高度警惕，该劝阻的及时劝阻，必要
时要依法依规严厉处罚。同时，网
络平台也要尽到责任，该禁播必须
禁播，别让闹剧给社会添乱添祸。

自2017年开始，宁波市非
遗保护中心每年都会举办“非遗
进生活”系列活动，组织全市优
秀非遗项目走进社区、礼堂、企
业和校园。今年的“非遗进生
活”启动仪式与爱菊艺术学校庆

“六一”乐活体验活动相结合，校
园内处处洋溢着非遗的气息。

6月2日《宁波晚报》

文化成就未来，历史不容忘
怀。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蕴藏着
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精
神价值。我市把传承非遗文化
当作大事来抓，坚持讲好宁波非
遗故事，仅今年开展的“非遗进
生活”活动就达10场之多。作为

“非遗”大市，保护和传承好我市
境内的国家、省、市级420个“非
遗”项目，让非遗更“潮”，当下要
做足“三字功”。

做足“护”字功。保护好“非
遗”是传承“非遗”的基础，为此，
既要抓硬件，财政专款用于“非
遗”项目的场馆建设、建档管理，
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
体等手段，真实、全面、系统地记
录“非遗”：又要抓软件，利用已
经构建的市、县、乡、村四级联动
机制，强化保障，严厉打击破坏

“非遗”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给
“非遗”项目满满安全感。

做足“传”字功。传承“非
遗”，关键在“传”，要组织“非遗”
传承人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
进农村，帮助社会各界人士开阔

眼界、提高道德素养和人文情
怀，丰富其精神文化世界；尤其
要像这次一样，多多开展“非遗
进学校”活动，让中小学生近距
离接触“非遗”文化、学习“非遗”
技艺，从而陶冶学生情操，激发
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一代接
一代去传承“非遗”文化。也可
以利用文化交流会、贸易洽谈
会，结合“一带一路”，展示我市

“国”字、“省”字品牌的“非遗”产
品，让我市的“非遗”文化传出国
门、走向世界。

做足“用”字功。“非遗”的魅
力远不止文化和精神层面，传承
方法得当，“用”得好，一样为经
济建设搭“舞台”、唱“大戏”。比
如：做大做强越窑青瓷之旅、镇
海口海防历史故事之旅、宁海十
里红妆之旅以及鄞州国家宝藏
之旅4条“非遗”线路，让广大游
客实地感受我市文旅融合“非
遗+旅游”让非遗“活”起来的魅
力。在打造“非遗特色小镇”基
础上，结合石浦镇的各种活动，
高桥镇以梁祝传说为主题的风
筝展示活动，举办专场推介会，
广邀八方成功人士来我市考察
兴业；举办与“非遗”有关的艺术
节，安排专场招商活动，扩大我
市投资兴业的知名度。也可利
用我市“非遗”点多线长面广的
优势，将“非遗”文化融入到乡村
旅游发展中来，既可实现“非遗”
文化在乡村旅游中得到传承，又
可增加乡村旅游收入，助力乡村
振兴，何乐而不为？

做足“三字功”让非遗更“潮”
艾才国

街谈巷议

热点追评

小学生“豪华生日宴”当止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一些家长热衷于给孩子举办生日宴，尤其是

过12岁生日时，不仅要在高档酒店请客吃饭，邀请庆典公司进行布
置策划，甚至在宴席结束后还组织同学们看电影、KTV 唱歌、旅游
等。这样一场生日宴花费动辄上万元，有的甚至高达二三十万元。

6月2日新华社

严勇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