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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春林回到村里从事稻麦种

植已有两年的时间，从一开始的

“边学边干着”到如今的“边干边

琢磨”，他最大的感触就是“新农

业”离不开机械化的科技赋能。“就

拿农药喷洒为例，以前，一家人好

几天才能忙完的农活，现在我一个

人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感觉玩着

就把农活干完了。”罗春林指着身

边的大疆T30植保无人飞机向记

者介绍，一台无人机喷洒效率相当

于80名农民去打药，传统农民一

天只能完成8亩到10亩地，而大疆

T30却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数

百亩地的植保作业。

除了作业效率高外，无人机

的喷洒系统雾化效果更好，可节

约30%以上的农药和90%的水资

源，有效降低农作物农药残留量，

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同时，面

对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用无人机喷洒的方式也大大

减少了人员聚集带来的接触风

险。“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我始

终认为机械化的大规模种植，是

我们这些‘新农人’该走的一条

‘新农路’。”罗春林说。

本报讯 近日，淮安部分地区受短时阵风和

强降水影响，农作物发生不同程度的倒伏。为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保障粮食安全，7

月21日，市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家顾大路

率李卫红、文章荣等科技人员赴淮安区开展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调研和技术服务指导。

在淮安区平桥镇，专家组一行与淮安区平

桥镇农村工作局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目

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情况，现场对大豆、玉

米的机播株距、生育时期及长势长相进行查验，

并对当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据介绍，目前，淮安区平桥镇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面积约106亩，采用2：4：2间作复合

种植模式。播种后由于连续高温，土壤墒情较

差，大豆出苗率不高，虽及时进行补种但仍存在

大小苗现象。对于大风造成了玉米倒伏，计划

采用人工帮扶的方式使玉米直立生长。

专家组指出，玉米幼苗比较矮小，自身调节

性强，苗株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自然直立，人

工帮扶可能会损伤玉米根系，易引发二次倒伏；

后期补种的大豆可以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

肥，改善大豆营养状况，促进大豆生长发育；复

合种植中玉米密度不宜过大，间苗时要去掉弱

苗以及分叉，同时压实根部土壤，避免天热伤

根；玉米拔节期和大豆初花期是控旺防倒的关

键时期，要选择合适的控旺产品及时进行化控，

严格控制使用浓度，均匀喷洒于上部叶片，做到

喷旺不喷弱、喷大不喷小、不重喷、不漏喷。当

地农技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专家技术服务

指导，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种植技术的理解和掌握，增强了种植的信心和

决心。

■融媒体记者 吴家婧 通讯员 文章荣

从“边学边干着”到“边干边琢磨”

“90后”种田种出新创意

专家引领 护航耕种
市农科院专家赴淮安区

指导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欢迎推荐您身边的“最美家乡人”

本报讯 炎炎夏日，电影院成为不少市民休

闲的好去处。近日，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学生、

青年群体走进影院，我市影院迎来暑期观影潮。

7月27日下午，记者在淮安生态文旅区一

家影院看到，自动售票机前排起了小长队，队伍

里的学生小张告诉记者：“放暑假了，电影院是

我和朋友出来玩的首选地。”影院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我市3至5月影院

票房不尽人意，自暑期档开始以来，观影人数明

显上升，7月份的观影总人数较6月份相比上涨

约一倍。

在清江浦区的另一家影院，两名工作人员

正忙着将即将上映的电影海报“易拉宝”摆放在

显眼位置。“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暑期档整体情

况呈现上升趋势，预计票房总量将高于去年。”该

影院负责人说，“今年暑期档共有40多部影片上

映，涵盖喜剧片、动画片、科幻片等多种类型。”该

负责人介绍，目前已上映的《人生大事》《神探大

战》《外太空的莫扎特》三部电影排片占比超过

70%。随着沈腾、马丽主演的大热科幻喜剧《独

行月球》宣布定档7月29日，中国首部机甲科幻

片《明日战记》提档到8月5日，预期8月份影院

观影人数和票房量还将持续增长。

记者从“灯塔专业版”APP查询到，截至7

月27日22时，我市暑期档（6月1日起）总出票

达57.81万张，场次7.02万，累计票房达2031.8

万元，与去年暑期档相比基本持平。

■融媒体记者 吴家婧

电影市场持续回暖
影院迎来暑期观影潮

今年 6月，在涟水
县罗春林家庭农场的一
片麦田里，来自大东镇
场北村的 10余名农民
正忙着收割夏粮。“我们
种了一辈子的地，这点
活不算什么，更何况离
家近，挣钱的同时也能
顾得上一家老小，我们
很满足。”说起当下的生
活，今年66岁的马玉华
喜笑颜开，“早些年，村
里的农田大多是每家自
己耕种，后来许多人进
城打工，耕地都荒废
了。多亏了小罗回村创
业，把村里闲置的耕地
流转过来，不仅提高了
农作物的产量，还帮助
像我这样的村民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马玉华口
中的“小罗”名叫罗春
林，今年30岁，回乡创
业的他走出了一条“新
农路”。 ■融媒体记者

刘华 吴海涛/文
王昊/图

通讯员 卢志明

罗春林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

气的厨师，受父亲影响，初中毕业

后，罗春林便选择去山东一所烹

饪学校学习烹饪技术。在他看

来，学成后子承父业是一件理所

应当的事情。为此，他苦练厨艺，

认真钻研餐饮行业的相关知识，

并于毕业后前往上海，从学徒帮

工做起，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厨师。

“2018年，我回淮安就业，在

一家酒店担任厨师，收入虽然比

在上海要少了不少，但却能兼顾

家庭，减轻家人的压力。”罗春林

告诉记者，起初他的计划是再积

累几年工作经验，然后自己开一

家餐馆，用所学的手艺带给家人

更好的生活。正在他考虑未来发

展的时候，家乡人的一个电话让

他下定了回乡创业的决心。“那时

村里的刘勇书记联系到我，询问

我是否有回村创业的意愿，经过

一番考虑后，我觉得这正是一个

机会，值得‘放手一搏’。”罗春林

说。2020年，他在得知场北村正

在招揽贤人返乡创业时，怀着对

稻麦产业的浓厚兴趣，创办了“罗

春林家庭农场”，开始了他的“新

农人”成长之路。短短两年时间，

凭着勤奋好学和执着追求，他成

为当地经营和管理500余亩耕地

的“新农人”。如今，罗春林的家

庭农场，实现30余万元的年收入，

通过土地流转可以为村集体增收

1.5万元，能够解决10余名本地农

民的就业问题。

●从“餐饮人”到“新农人”

“春林这小子回到村里报到

的第一天，就让我印象深刻。”大

东镇场北村党总支书记刘勇在回

忆起见到罗春林的第一印象时，

用“有一股子闯劲”形容这个来时

就已把目光锁定在稻麦产业上的

“90后准农人”。

刘勇坦言，村里一方面希望

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从事农业生

产，另一方面也担心他们不能坚

持长久。“春林的身上有着许多同

龄人所不具备的成熟与稳重，在

决定回来的那一刻起，他便做了许

多农业生产的功课，在与他交谈

后，我很放心。”原来，为了尽快熟

悉稻麦产业，罗春林回乡第一时间

就报名参加县里的农广校学习，并

通过微信群，结识了一群如他一样

回到家乡“种田”的朋友们。

“起初，虽然在网上查阅了很

多资料，但面对陌生的行业，始终

心里没底。直到我发现，原来还

有很多同龄人也做出了一样的选

择，我们在群里相互交流实践经

验、学习心得，这让我对之后要走

的路再次充满了信心。”罗春林笑

着说道。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从“好几天”到“一小时”

●从学徒帮工做起，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
●从城里到回乡创办家庭农场，成为经营和管理500余亩耕地的“新农人”；
●这个30岁的年轻人走出了一条广阔的“新农路”……

即日起，本报联合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阿里巴巴乡村振兴基金发起的

2022年度“最美家乡人”评选活动正式进入案例征集阶段，您身边如有与乡村振

兴相关的平凡人非凡事，欢迎向我们提供线索。案例征集截止时间为今年11月

1日。随后，从所有候选案例中评出淮安十佳“最美家乡人”，颁发“最美家乡人”

荣誉证书及奖金2000元。11月中下旬，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将从各地“最美

家乡人”获奖案例中，挑选突出案例参与全国评选，最终评出20组年度全国“最

美家乡人”。如当选2022年度全国“最美家乡人”，奖金将由2000元增加到1万

元。目前，《淮海晚报》“最美家乡人”征集渠道已经开通，欢迎通过18305232692

向我们提供线索，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天天正能量”公众号或微博进行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