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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立深爱着这片土地。 晨报融媒报道组摄影

，

“今年的种粮形势大好，我种
植的玉米有520多亩，国家又在政
策、资金、技术上给予大力支持，我
们干劲十足啊！”

走进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赛
音乌素嘎查，自动化种植基地里绿意
盎然，果实累累。48岁的魏新立一边
与记者聊着变化，一边在田里干农活。

说话间，他查看了土壤湿度后，
打开一旁的智能灌溉设备，遍布田
间的管道随即开始为农作物浇水，
而他则坐到树荫下，悠闲地点开手
机，在“快手”上刷看一个个视频。

作为普通农家的孩子，魏新立
16岁初中毕业后，开始随家人到地
里干活。

与父辈不同的是，他有一个新
的身份：新型职业农民。

再也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实现智能化管理

“新型职业农民”
过上让人羡慕的新生活

未来
原是货车司机的刘刚走南

闯北10多年，2016年，他突然决
定回嘎查种地。

刘刚一头扎进田里，通过互
联网自学，定期参加旗里的农技
培训，时不时就给“黄校长”打电
话，请教农业技术知识。

靠着这股子好琢磨、不惜力
的劲头，刘刚的田越种越好，亩
产量非常可观，

与“新型农民”魏新立、刘刚
一样，在鄂托克旗，村党支部书
记、青年农民、农民大学生参加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他们成为
了乡村振兴路上一批愿留下、会
干事的农村脱贫致富带头人。

“以前每亩土地人工管理成
本为120元-160元，机械化让成
本降至20-30元。种地的成本
变得更低，效益更高。”黄斌说，农
民用最短时间、最省力的方式，
达到促进农作物健康生长目的。

黄斌认为，乡村振兴的关键
在于人才振兴，培养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的人才队伍，尤其重
要。

黄斌告诉记者，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必须吸引更多人才扎根
乡村。要加大扶持力度，给新型
职业农民，尤其是给青年更多成
长空间，让他们在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实践中，成为留得住、用
得上的乡土实用人才，促使这支
新一代生力军尽快成长壮大。

这里的农民，告别从前“面
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生活方式，劳动强度降低，
幸福感油然而生。他们把智能
化种植当成“新农活”，让自动机
械变为“新农具”，鄂托克旗的

“新农人”，正在让幸福之花绽放
在希望的田野之上。

晨报融媒报道组

赛音乌素蒙语为“好水”，位
于鄂托克旗西北部，有20万亩
耕种土地。

“这里地下水资源丰富，土
壤水分高，这里是鄂托克旗的

‘黑土地’！”黄斌说，在西北干旱
地区，有了好水，加上基础设施
的建设，农业才能得到长足发
展。

地，还是同一块地，嘎查里
农民生活和农业发展已不同从
前。魏新立细数收入上的改变：

“6、7年前，我一年最高收入7万
元，下地干活主要靠人力，每天
太辛苦，生活也没啥质量。”

如今，魏新立流转耕地520
亩，直到2027年。

魏新立说，他的收入去年一
下增加到30万元，过去基本靠
人力，现在靠机械、科技，他一人
就可以打理520亩田地。

“地多了，反而变得清闲了，
收入还增加了！”魏新立难掩喜
悦之情，农技、基础设施的改变，
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机械化种
植，规模化经营，让管理成本大
幅降低。

从当初的传统农民，魏新立
转型成为一名新型职业农民。

“生活宽裕了，我在城里买
了两套楼房，前几年买的房子是

105平方米，带23平方米车库；
去年又买了一套142平方米的，
带36平方米车库。”魏新立倍感
自豪，嘎查里他也有新建的房
子，水电暖和天然气全部入户，
家里有两辆轿车，出行方便。

绿油油的田野一望无垠。
魏新立向记者仔细地介绍起自
己的农机具，“这是自走式喷灌，
这叫播种机，这些管道有4个阀
门，能用来浇水施肥，我早上来
打开后回家继续睡觉，中午来关
闭，还有无人机喷散作业，可以
打药和施肥，现在就是这么便
捷，你不敢想象吧……”

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让魏
新立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变
化。他种植的520亩玉米，全部
实现了智能管理，科学合理灌
溉，机械化施肥除草，土地效益
也明显提高了。

对于未来，魏新立有更多打
算，他想将种植规模扩大到千亩
以上，想让妻子过上更好的生
活，想找时间陪孩子出去看看，
开阔眼界。

田里机械在“忙碌”，人就
有了空闲时间，生活变得丰富
又充实。文化活动室常见村民
的身影，广场舞大家也跳了起
来……

职业
“新型职业农民？”对于这种称呼，

魏新立听得新鲜，一开始，他还以为就
是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换个称
呼罢了。

随着时间推移，还有生产、生活发
生的巨大变化，他的思想观念逐渐发
生转变。魏新立明白，种植融入了新
技术、新观念、新思想，不仅省心省力，
还能赚更多钱。

“大概6、7年前，种地还要先打
垄、浇水、施肥、除草全靠人工，农忙时
一天下来累个半死，回家躺在床上，身
体都不能动弹了……”回忆过去，魏新
立说，种地太辛苦，家里80亩田地，辛
辛苦苦干一年，收入微薄。许多人觉
得，只种点够自己家吃的粮食就行了。

魏新立说，前些年许多年轻人已
经不种地了，老一辈人的想法是：“无
论做什么，都比种地强。年轻人进城
务工、创业，多好！”

不一样的观念，塑造了不一样的
农业。

如今“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令
魏新立倍感自豪。

这不仅是因为每年的收入多了，
让他底气更足的是，自己从过去的体
力型农民，走向技术型、知识型“新农
人”，懂得种植技术、也懂得经营管理，
逐渐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方式。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积
极探索实践“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
式，以此带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大批农村党员和青年农民通过“课
堂＋实践”等方式的培训，成为了爱农
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鄂托克旗农艺推广站站长、高级
农艺师黄斌，当地许多农民接受过他
的农技培训，亲切地称他为“黄校长”。

58岁的黄斌已默默在乡村扎根
38年，跑遍鄂托克旗各地。他告诉记
者：全旗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0人
左右，其中，赛音乌素有100多人。

“这些懂种植技术、会经营管理的
新型职业农民正用知识和技能，带动
更多农民共同致富奔小康，振兴乡
村。”

转变

呼和浩特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合同制工作人员25名，具体要求
请登录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官网(http:
//zrzyj.huhhot.gov.cn/)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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