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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一场冬雪打断了赵海的“冬
闲时光”。

降雪天气，菜价必有波动，外地菜进
不来，正是本地菜上市的最佳时机。“大
棚菜，能出尽出。”赵海闻讯而动，忙得不
亦乐乎。

雪天出菜，赵海又多赚了“三五
斗”。不过，这对他来说，仅算牛刀小试。

眼前这个身材魁梧的“农民兄弟”，
不光是经营的一把好手，更是一个十足
的“技术宅”：您听过葡萄一年两熟吗？
您见过葡萄、蔬菜立体种植，地下种菜、
架上结果吗？还有“农业物联网+水肥一
体化”……这些新模式、新技术让人耳目
一新。

大棚充满科技范儿
来到伊滨经开区佃庄镇明拓现代农

业公司，一边是一排排的大棚，一边是密
植矮化苹果成行成畦。正值三九天，景
色有些萧条，进入大棚，却是暖意如春、
别有洞天。

沿着大棚边缘，粗壮的葡萄藤一字
排开，藤条在一人高的架子上伸展缠绕、
郁郁葱葱。葡萄架下，青菜绿油油、水灵
灵的。

“葡萄一年两熟，分别在6月和春节
上市；大棚菜四季种植。”赵海算了一笔
账，这个占地 1 亩多的日光温室大棚每
年毛收入可达14万元，比传统种植模式
高出30%以上。

如此高效的种植方案，缘于土地的
“精准表达”。跟着赵海的脚步，一座现
代化的“小型气象站”呈现在眼前，地表
和地下安装着各种传感器，监测大棚内
的温度、湿度、光照等信息，即时传送至
大数据中心。

智慧农业物联网系统的“搭档”是一
套先进的水肥一体化系统。“过去，大水
漫灌费电、费水、费人工，现在水肥一体
化滴灌可实现节水电30%、节肥20%、节
省人工80%。”赵海对新技术带来的高效
益感到满意。

【记者旁白】发展立体种植、智慧农
业，并非追求视觉上的“高大上”，核心在

于追求生产的低成本、低风险和产品的
高品质、高效益。

返乡创业燕归巢
“跳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高效农业

生产体系的构建并非易事。”从大棚里走
出来，赵海的思绪回到了过去。

43岁的赵海出身农家。那个时代，
和很多人一样，赵海期待进城当司机、干
销售。他白手起家，一路打拼，也算小有
成就。

这些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赵海也
难独善其身。如何转型？经过一番思
量，他选择了农业。一开始，赵海打算承
包800亩土地，可真正干起来，才发现搞
农业并非易事。

以锄草机为例，有背负式的，有后推
式的，还有骑坐式的，一个个都买回来，
试了个遍。“哪种最合适，这要经过实践
检验。”赵海感慨。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从地租、
人工、农资、水电的成本核算，到生产、管
理、销售的经营链条，哪一环都不能有差
池。赵海说：“稍不留心，算好的利润就
要受到风险的冲击。”

“农业不能大轰大嗡。”这是赵海的
经验之谈。后来，他把园区规模控制在

200 亩，土地种什么、怎么种，都要讲求
科学；产品怎么卖、卖给谁，都要瞄准市
场。所以，园区才创出了这套“立体种
植+智慧农业”的现代管理模式。

【记者旁白】土地规模经营，目的不
在于集中土地，要更加注重“适度”与“效
益”并行，发挥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不
能揠苗助长、盲目求大。

职业农民有奔头
从一个种地的门外汉，到现代农业

的“技术宅”，赵海这些年的成长，离不开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深化。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
远。”从参加县级组织的培训，向“土专
家”“田秀才”们请教，到走进市级、省级
课堂，赵海潜心钻研、汇集众智。不仅如
此，这两年，他还花了 20 多万元的差旅
费，到全国各地考察学习。这一切，只为
当好一个农民。

注册 4 大类商标，申报技术发明专

利3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项，斩获全
省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技能大赛创新
组一等奖……一路走来，园区从每年亏
损 60 多万元，逐步扭亏为盈，到现在年
净利润接近 100 万元，赵海浑身上下都
浸透着泥土的味道。

“饮水思源，舍得分享。”近两年，赵
海先后投入 100 多万元，在园区建设了
农民田间学校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
地，分享经验，抱团发展。

如今，从市场痛点中发现机遇，赵海
还牵头成立了社会化服务公司，专门为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小型农业企业提供
注册登记、财税记账、农机植保、农资采购
等服务，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轻装上阵。

【记者旁白】昔日雁南飞，今朝凤归
巢。让土地换一种种法，让农民换一种
活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依然任重道远，
还需要更多政策的落实和倾斜。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孙承都
谢清华 文/图

庄稼地里的“技术宅”

铺砌一新的道路、生动有趣的墙绘、极具农村风味的老物件……近日，走进新安县五头镇包沟村，入眼皆是宜人之景。
包沟村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薄弱，目前有贫困户40户共134人。去年以来，村“两委”带领群众铆足干劲，在引进扶贫

车间的同时，打造党建主题广场，建设农耕文化园，加大力度美化环境，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振了群众的精气
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 记者 刘冰 通讯员 许金安 摄

老山村 新面貌

大棚立体种植 水肥一体化系统

（上接01版）
——在回顾加快中原城市群发展时指出，支持洛阳

建设副中心城市，洛炼扩能改造、格力智能装备等一批现
代产业项目加快建设，伊、洛、瀍、涧四河同治成效显著，
城市水系、路网、绿廊加快形成。

——在总结去年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时提出，面对脱
贫攻坚艰巨任务，探索了卢氏金融扶贫，焦作健康扶
贫，驻马店助残扶贫，南阳、洛阳、三门峡易地搬迁扶
贫，兰考产业扶贫等叫响全国的经验做法，超额完成了
年度脱贫任务。

为洛阳发展鼓劲
省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 2019 年工作时提出，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凸显
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把握好“四个关系”，抓住

“四个关键”，把工作重点放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来，重点
抓好十个方面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作为中
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也将承担更多责任使命，力争
为全省发展大局多作贡献。

——在部署抓好污染防治时提出，要优化调整“四个
结构”，持续抓好“六控”，推进郑州市主城区煤电机组清
零和洛阳市主城区煤电机组基本清零。

——在部署提升开放水平时提出，高水平建设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全力拓展“四条丝路”，提升中欧
班列运营水平，拓展海铁联运班列线路。

——在部署推进科技创新时提出，要把创新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以郑洛新自创区建设为龙头，加快
提升创新发展水平，实施“十百千”转型升级创新专项，抓
好通信技术、工业CT等项目，加快实施盾构、燃料电池
客车、高铁轴承等创新引领专项。

——在部署以中心城市建设引领时提出，加快形成
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多极支撑发展的大格局，
推动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增强其对陕东、晋
南地区的资源聚合和区域辐射作用，打造带动全省经济
发展新的增长极。

——在部署构建综合交通体系时提出，开工建设栾
川至卢氏高速公路等一批项目，加快三洋铁路河南段建
设，建成蒙华铁路河南段，推进呼南高铁前期工作。

——在部署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时提出，加快建设中
国（郑州）有色金属国际物流港产业园、中储洛阳综合物
流产业园仓储配送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推进一批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

——在部署构建现代水网体系时提出，深入推进“四
水同治”，加快十大水利工程建设，开工建设小浪底南岸、
北岸灌区和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解决两岸
人民守着黄河没水用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喝上安全水、用
上自来水、补上生态水。

——在部署构建能源支撑体系时提出，力争完成
洛炼扩能改造项目一期和日照-濮阳-洛阳原油管道
主体工程，持续推进洛炼改扩建项目，力争开工建设
洛阳-新郑机场航空煤油管道，提升省内高端油品供
应能力。

——在部署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时提出，持续推动六
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我市的河南洛阳正骨医院
正在建设国家中医骨伤科医疗中心），扩充优质高端医
疗资源。

——在部署促进文化发展繁荣时提出，深入推进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推进大运河（河南段）文化
带建设，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建成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实
施隋唐洛阳城、宋都古城等一批保护利用项目。

本报记者 李东慧 郑州报道

（上接01版）
大会书面听取了关于河南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
河南省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
的报告。

陈兆明、徐光、戴柏华、何金平、武国定、刘伟、霍金花、
钱国玉、李英杰、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周春艳、谢玉安、
张震宇、刘炯天、刘法峰、刘金来、王新国、孟双月、刘向东、
孟繁浩、任友祥、宋存杰在主席台就座。

尹晋华、刘春良、刘满仓、蒋笃运、储亚平、赵建才、
段喜中、孔玉芳、蔡宁、张立勇和张广智、梁静、史济春、
靳克文在主席台就座。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刘广祥、张德广、马宪章、亢崇仁、
田福俊、李长铎、张世军、李志斌、张以祥、贾连朝、李中央、
王明义、李柏拴、王菊梅、王文超、刘新民、张程锋、袁祖亮、
铁代生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

出席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及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隆重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