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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雄富余雄富：：钱江源头奔共富钱江源头奔共富

2022年，开化县大溪边乡上安村
的高粱、油菜系列产品通过线上线下
销售，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60余万
元，村民的腰包更鼓了。钱江源头的

“斗笠田”成为了江南梯田上的“青纱
帐”。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这些年来，余雄富和村干部、群众
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
法，变劣势为优势、化潜力为活力，扎
实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上安村曾是省重点贫困村，如何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2008年回村担
任村干部后，余雄富一直在思考，自
己到底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当时就想着把土地利用起来，
让更多村民在田里有活干，在家门口
有钱赚。”然而，村里仅有的 500亩耕
地都在山高坡陡的梯田上，由于土壤
贫瘠，村民们戏称为“斗笠田”。地无
三米宽，又缺少灌溉系统，现代农业
机械发挥空间也不大……余雄富带
着村民先后尝试种高山蔬菜和向日
葵，但结果都不理想。

心里憋着一口气的余雄富跑县
城、跑省城、跑院校，主动寻求答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摸索出了

一条新路子——梯田高低不平、缺水
易旱，不适合水稻耕作；换个角度，梯
田排水通畅、土地不涝，很适合旱粮
作物生长。“这或许是另一种优势！”
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2015年，余雄
富带领村民在高山梯田上尝试种植
红高粱。

没想到试种的240亩高粱不仅产
量颇丰，酿成的高粱酒还供不应求，
当年产值就达到了140多万元。

2016年，上安村建起红高粱酿酒
作坊，自产自销红高粱酒；2017年起，
全村 500亩梯田都种上了红高粱，每
年生产高粱酒 100余吨、年销售产值
达 500多万元；2020年，全体村民自
发以土地经营管理权入股的方式成
立上安梯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种植、酿制、研发、销售，全力打造品
牌。此外，上安村还通过两季轮作种
植红高粱、油菜花的方法，促进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如今，上安村的梯田“夏种高粱，
冬种油菜”，种出了“秋品高粱红，春
赏菜花黄”的美丽风景。上安村也已
从“山沟沟”破茧成蝶，华丽转身为

“网红地”，成为省乡村振兴科技示范
基地、省美丽乡村精品村、省 3A级景
区村庄，游客纷至沓来。

在余雄富的引导鼓励下，不少村
民按照民宿标准对自家的老房子进
行改造，搞起了旅游接待。“刚开始接
待的都是省内游客，后来扩展到上
海、山东等地，经常一次就要接待 20
多人，忙都忙不过来……”说起自家
的民宿，村民余章红高兴得合不拢
嘴。

近年来，上安村还组织举办
农民丰收节、红高粱文化节、油菜
花节等活动，年接待游客量超 10
万人次。随着村庄的成功“出
圈”，研学旅游成了村里新的发
展方向。接下来，上安村将打
造面积 2000多平方米的民宿、
农家乐，建设酒窖，打通红高
粱全产业链，让村民们走好共
富路。

第一次参加省政协全
会，余雄富带来了来自田
间、冒着露珠的基层声音。
新的一年，他也有新的期
待：“围绕‘山村奔共富’，
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优势作
用，持续打响擦亮红高粱共
富联盟品牌，进一步激活山村
发展动力，带领更多群众奔共富！”

余雄富，省政协委员，开化县大溪边乡上安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获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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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跃洪，省政协委员，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智能化精密制造产

教园主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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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老师制作的机械零件可以作为样板！”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的师生一说起章跃洪，都竖起大拇指。

眉毛浓密、头发直立，一副黑框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这是
章跃洪给人的第一印象——典型的“工科男”。

作为一名 80后，他从事制造业已有 16年。从一名学徒到全国
技术能手，从普通工人到高校教师，从个人技术能手到带领团队成为
技术能手，在追逐匠心的路上，他不曾停下脚步。2022年，章跃洪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技校学习期间，章跃洪就沉迷于技术，每一个尺寸、每一个压
痕，都尽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工作后，为了学习新技术，每天一下班，他就跑到金华当地的模具
厂无偿工作，学习数控设计与制造方面的知识，经常忙到很晚才回家。

很快他就成为金华地区最早精通数控技能的技术工人之一，25岁
那年，章跃洪一举拿下第二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第二名，被破格评为数
控高级技师，并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的称号。

2007年，作为首批最年轻的高级技师，章跃洪加入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成为机电学院数控专业的老师。

在教学上，他的严格是出了名的。“学技术的人对技术一定要有一片
痴心，在学校里60分就能及格，但是在企业里，即使做到99分也是废品。”
章跃洪经常以自身经历告诉学生，学习技术必须抱着拿满分的心态来面
对。

在他看来，一台机器有几百个部件，只要一个部件有瑕疵，整台机器便
达不到最好的运转状态，给企业造成损失不说，还可能对使用者的生命安
全造成威胁。“职业教育除了传授一门技能，更要让学生成为职业精神与素
养的传承者。”

章跃洪把这份对技术的执着与追求也运用到了教学科研之中。近年
来，他参与国家级“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 1项，省级重大科技项目 3项，拥
有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18项，还取得浙江省先进职业操作法1项，
同时带领学生、团队持续为企业专攻技术难题，帮助企业“机器换人”，服务
经济发展。他成了很多学生的励志偶像，是校园里响当当的“技能大神”。

在企业真刀真枪干过后，章跃洪深知技能比赛是提高学生技能水平的
最佳途径之一。于是，他率先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开创了“育儿式”技能竞
赛训练模式。

早期，由于受场地、设备、师资、激励政策等制约，学校在技能竞赛方面
一直不温不火。为扭转这一局面，章跃洪主动请缨，承担技能竞赛指导任
务。

2008年，第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浙江省选拔赛开始，章跃洪挑
选4名学生，组建了一个参赛队伍。当时学院只有一台竞赛用机床，学生
们轮流训练。“每个学生训练一次 3小时，4个学生练习一次，一天就没
了。”为此，他直接把办公桌移到车间设备旁，天天泡在车间里，放弃了 4
个月的休息时间，手把手教学生。他告诫学生：“0.01毫米区间隔出的不
仅是胜负，更是作为一名匠人的匠心—— 追求极致、精益求精。”

正是凭借着刻苦钻研的精神，当年他们夺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实现了该校技能竞赛国赛一等奖“零”的突破。

12年来，章跃洪指导学生参加了多次国际、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共获得各类奖牌
30余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工匠。如今，这种融入匠心的技能竞赛训练模式已在全校铺
开。

2013年，章跃洪牵头成立“章跃洪技能大师工作室”，每年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近50
项。仅是与金华市亚虎工具有限公司合作完成的“电视机支架攻丝设备”自动化改造，
便使企业人均产能由3000台增至1.6万台，为企业提升效益600%。

2020年疫情期间，章跃洪带领团队成员把技术当“武器”，在短短两个月中，帮助10
家口罩生产企业完成了设备开发和维护，为 8家企业的复工复产解决技术难题 20余
项。

据统计，工作室成立至今，已服务金华本地 200多家企业，攻克 400多项技术难
题，培养出“浙江省百千万技能领军人才”“浙江省技术能手”和“浙江省青年岗位能
手”共13名。他用实际行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把技术传承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企
业和个人受益。”

从机械零部件向航空精密件拓展是章跃洪的一个新开始。飞机零部件精密度
要求极高，刀具切割时深浅和速度等参数要全部达标才能批量生产。2022年伊始，
他带着工作室的学员们紧锣密鼓地试制飞机结构件。这是金职院联合社会资本打
造的智能化精密制造产教园，研制航空零部件就是产教园建成后的第一个新项目。

“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这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成为省政协委员，章跃洪
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他希望能够发挥委员的优势作用，积极履职，建
言献策，把“99分就是不及格”的“工匠精神”体现在委员履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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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琰斌汪琰斌：：走出走出““三农三农””新新““稻稻””路路

“我这次参会带来了我们农场立体
种养的稻田鸡，活鸡不好带，就带了最
新的包装。”汪琰斌在他的数字化农场
里，不仅数字化种植水稻，还搭建了鸡
粪肥田、田长稻谷、余稻喂鸡的立体循
环农业。“上市一个月，我们就有 10多
万元的收入。”

“我是一个新农人，特别关注农业
发展，如何用科技的力量把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是我们年轻一代
的责任与使命。”汪琰斌说。

90后的大学生为什么会选择毕业
去种田？

“我喜欢农业，今天你洒下多少汗
水，明天它就会给你多少回报。”怀抱
着这样的理念和信念，2013年，汪琰斌
毅然回到家乡鄞州，承包了姜山镇陈
介桥村的 900亩农田，取“回归本心”之

意，创办归本农场，成为一名新型职业
农民。

当时，满怀信心的汪琰斌正准备在
广阔的农田里大展拳脚，但现实给了他
一个下马威：由于没经验，七成的秧苗
因高温高湿而腐烂。插秧时，又因为地
没整平导致秧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拜全国劳动模范卢方兴为师，积极
参加农业科技培训，学习掌握农业种植
专业知识，甚至将住所搬到了田头，晚
上伴着虫鸣入睡，清晨听着公鸡打鸣起
床……那时候的汪琰斌成了朋友眼中
的“怪人”，却逐渐成为稻田的“朋友”。

借力互联网+与数字农业，通过
“掌上农场”平台，基本实现田间管理智
能化；成立归本农业专业合作社，扩大
农场规模，实现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环
节的专业化分工；扩展产业链，让彩色
油菜花基地变身为“网红”打卡地，开

“直播带货”让更多农产品上网销售；与
中小学签约成为研学基地，让更多孩子
亲近农村了解农业……

十年间，坚信有付出就会有回报的
汪琰斌带领团队，敢闯敢拼，积极引进
先进农业技术，聚焦农业前沿科技与消
费市场，走出了一条“三农”新“稻”路。

如今，在归本农场基地，整齐摆放
着一排农用机械：插秧机、收割机、烘谷
机、植保飞机……从催芽、种植到管理、
收获，全程机械化运作让农业生产发生
了质变。目前农场配套农机设备超过
60台，种植面积比刚创业时大幅增加，
农场效益显著提升，完成所有操作仅需
要7名员工，还不到之前用工量的一半。

农场年粮食种植面积达 5500 亩

次，实现粮食总产量近 3000吨，亩产高
于周边平均水平 10%，年产值近 900万
元。

汪琰斌还发起成立了鄞州区农创
客联盟，带领一批与他年纪相仿、热爱
农业的创业者，一起在产业链延伸上做
文章，解锁农业发展新路子。同时，他
还成立了农机作业服务中心，帮助周边
农户开展农机作业，为贫困农民提供就
业创业机会，带领他们走向共同富裕。

“有些农户缺设备、缺技术，我们进
行统一收购、加工，帮助实现标准化种
植；有些农户销路不畅，农场帮助他们
销售；还有些农民想从事农业生产，我
们也会排摸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岗位。”
汪琰斌说。

“我参加省两会的第一件提案，
关注的是农业提效，怎样让每亩土
地有更高的产值，走绿色高效的
路子。”汪琰斌认为，立体化栽培、
一二三产联动等高质量提效方
式，是农业持续吸引年轻力量、
优质资本的根本动力。

“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加入到科技强农的队
伍里来，可以敲得了电脑也
挥得了锄头，一起加入到新
农人的大家庭，管好老百姓
的‘米袋子’，鼓起农民‘钱
袋子’，真正实现稻花香
里说丰年。”汪琰斌说，作
为来自农业农村基层一
线的 90后种粮大户，他
将为广大农民代言，为

“三农”发展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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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琰斌，省政协委

员，宁波市鄞州区政协委

员，鄞州区姜山归本水稻

农场负责人，省农创客发

展联合会会员。曾获全

国农村创业创新优秀带

头人、全国“风鹏行动·新

型职业农民”、宁波市最

美90后等荣誉。

□本报记者 蒋蕊瑶 朱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