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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端午临近，湖北“谦益”品牌粽子都会成为市场的

热门礼物，那古色古香的包装，配上软糯香甜的米粽，令人未

尝欲醉。

谦益农业（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益农业）成立

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主营农作物种植与农副产品销售等。采

用最原始的农耕方式，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以工业化思

维指导农业，走品牌化发展之路，历经 10 年坚守，成功走出

了一条特色的生态农业之路。谦益农业的声名鹊起，缘于有现

代工业化思维的领头人。

记得 8 年前，谦益创办人李明攀驾车带笔者参观一家建

在湖北黄梅县的农场，年轻的小李下意识地提到了“工业化思

维指导现代农业”的概念，我脱口而出：“这个理念有新意，

未来现代农业寄希望于你们这些年轻人。”

中国有五千年的农耕历史，许多传统农耕方式延续至今，

长辈们往往靠过去的经验去种田。进入现代，特别是进入数字

化时代后，现代农业的理念冲击着当代新农人。

工业化背后的含义是标准化、流程化，没有这些农产品品

质就难以稳定，品牌化之路就遥遥无期。以风靡全球的新西兰

奇异果为例，2000 多家农场集合在一个合作社联盟的框架下，

以标准化确立了全球细分领域的领头羊地位，这是值得借鉴的

成功案例。

将标准化引入农业，是传统种植向现代种植转变的需要。

举个例子，国家收储标准中籼稻的水分在 15% 左右，但由于

自然农法中稻谷的储存仓库是自然通风、不用化学药剂的，为

了防止来年春天梅雨季的霉变和夏天稻子大量长虫，就要求水

分含量更低。但到底干燥到什么程度，过去很长时间是凭感觉

的。后来制定了 13.5% 的水分标准，而往往在实际烘干中变成

了 10%，甚至更低。

有人可能觉得稻谷干一些不应该更好吗？先算一个经济

账：4% 左右的水分，对一年百万斤级别的稻谷来说，重量就

差了好几万斤；稻谷越干碎米率就会越高，碎米率如果提升几

现代农业需要更多现代农人
文︱王谨

个百分点，每年几万斤的大米在这一个细节上就会灰飞烟灭。

而且，稻谷太干，不仅没有光泽，还影响口感。

须知，稻谷生产往前追溯，每一个细节背后对应的是产

量、出米率和口感，仅仅严格遵守自然农法的种植标准是不够

的。 李明攀说，去年稻谷收割前几天，在谦益农业大庙基地举

办的农友活动中，他留意到少量稻穗没有完全成熟就收割了，

还有农友提到一车稻谷没有装满，就又割了几块。“这就是小

伙伴们前阵子虽然做了培训，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的随意

性。”李明攀说，这几块收割下来的没有完全成熟的稻谷，出

米率会低一些，还有少量青粒。在今年气候适宜的情况下，稻

田的分蘖还是出现不足的情况，对应到生产过程就是生产组织

的不到位——比如插秧的秧龄超了，导致分蘖时间不足。

再谈收割环节。什么时候收割，几点可以收割也是有学

问的。比如晚上是否有露水，有露水的话须等到完全干了才能

割，不然收割过程中湿秸秆会把部分谷子带走，还有收割机的

风量大小等都会影响产量。农业本来就是一个微利行业，如果

各个环节都打折扣，就会面临亏损的结果。

前些年，谦益农业的伙伴们聚散也多。欣喜的是，越来

越多的 95 后年轻人在自然农法践行中快速成长：有人日夜驻

守烘干房改进水分标准；有人协助牡丹江基地完成收割后，又

匆匆赶到河南基地种植小麦、油菜；还有跟进种子田的长辈和

年轻人……

现代思维注入到谦益农业的新农人大脑中，他们不仅在

生态农业种植中引入标准化，而且依据标准化发展农产品加

工。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们以自产的大米、小麦、小

米、红豆等，加工出谦益品牌的大米、米酒、粉条、红糖、原

麦薄饼等，受到市场热捧，增加了种植的附加值。

“谦益农业”的一批年轻人以现代化思维，蹚出了一条

从生态种植到加工之路。从中也能看出，要从根本上加强“三

农”，实现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跨越，重点是要培养更多具

备现代思维的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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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重点农产品药物残留治理工作
4 月 11 日，农业农村部在广东省

肇庆市组织召开 2024 年重点农产品

药物残留治理推进会议，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马有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

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重点品

种药物残留攻坚治理，进一步提升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会议指出，去年农产品质量安

全工作有力有效，农产品质量安全继

续保持在较高水平，确保了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要实现《质量强

国建设纲要》明确的到 2025 年农产

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 98%

以上要求，在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高

水平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既要抓大头

抓主要，保证面上稳定，更要紧盯合

格率较低的主要品种、主要地区，集

中力量攻坚。一是巩固豇豆农药残留

攻坚治理成果。继续坚持原有行之有

效的措施，综合运用防虫网、生物防

治等技术措施，不断扩大生产经营模

式新、技术模式新的“新豇豆”生产

规模。二是开展水产养殖重点品种药

物残留治理。采取建档立卡、每周巡

查、月月抽检、速测把关等措施严格

监管，加强水产养殖投入品管理和科

学用药指导，合理控制养殖密度，加

快推广绿色现代养殖。三是加强水果

重点品种质量安全监管。推进水果品

质监测评价和分等分级工作。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农业资讯 2024 食博会 · 预博会暨全球农食贸易高端对话会在广东举办
4月 12日，第八届中国国际食品

及配料博览会和第二届中国国际预制菜

产业博览会在广东省东莞市举办，全球

农食贸易高端对话会同期召开。农业农

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出席有关活动。

本届食博会·预博会由农业农村部

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办，全方位展示

国际国内农食行业发展前沿成果，来

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31

个省（区、市）的 1500 余家企业参

展，5000 多名专业采购商到会洽谈对

接。全球农食贸易高端对话会旨在践

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汇聚中

外政商学界智慧，围绕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引领农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促

进贸易流通共享农食产业市场新机遇、

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三大专题展开研

讨，共话全球农食品贸易发展前景，

共商互利合作共赢大计，共促全球农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球粮食安全

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作出贡献。国际农

业经贸规则专题研讨会、美食擂台赛、

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推介会

等近 30 场特色主题活动同期举行。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2023 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典型案例发布
4 月 15 日，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典

型案例推介暨《中国农村人居环境发

展报告（2023）》发布活动在京举办。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

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农

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夏更生出席并讲话。

活动指出，2018 年底，农业农村

部等 18 个部门启动村庄清洁行动，

每年聚焦不同主题，动员农民清洁庭

院和村庄环境，推动村庄基本实现干

净整洁有序。此次推介的 10 个 2023

年度村庄清洁行动典型案例，充分体

现了农民主体、农民参与、农民满

意，在激发内生动力、搭建参与平

台、清洁成果惠及农民方面提供了可

借鉴的经验。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2024 年度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发布科技助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4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介发布 2024 年农业主导

品种主推技术的通知》，推介发布了

150 个农业主导品种、150 项主推技

术和 10 项重大引领性技术，其中大

豆、玉米、小麦、油菜等作物品种及

单产提升技术占 40% 以上。 

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已持续推

介发布 20 年，是农业科技推广标志

性工作之一，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

革与建设项目的支持下，各级农技推

广机构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和

科技示范户，开展示范展示、经验交

流、培训指导，推动主导品种主推技

术进村入户到田，极大提升了农业技

术入户率到位率。 

当前正值夺取夏粮丰收关键时

期，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农业农村部

门抓好主导品种主推技术推广应用，

充分利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以及农业科技社

会化服务组织等，引导带动广大农户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用先进适用技

术，为提升粮油等主要作物生产能力

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