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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在乡村 奋斗最美丽
本报记者 田福良

企业蔬菜筛选的流水线上，工人们正忙碌地严选蔬菜装箱。 慢时光·境农耕休闲农场蔬菜地，农民们在摘收菜花。 于家务回族乡富各庄村驻村书记和村民在探讨榆黄菇的晾晒和烘干

慢时光·境农耕休闲农场主人许月的篮子里，是成熟果实更是丰收的喜悦。

于家务回族乡富各庄村村民赵克华在给榆黄菇浇水

包村负责人孟慧 （中）、驻村第一书记许洁 （左一） 和村民在探讨榆黄菇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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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要富，就要产业兴旺。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近

年来乡村的特色生态养殖、种植基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一批带富能力强、善经营管理的人才进入乡村形成“头雁领
路，群雁齐飞”的新格局，为产业发展把脉方向，有效推动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迎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成长、发展。

■■ 新农人干得很踏实

大棚里，红艳艳的西红柿已经成熟，一轮一轮地采摘已经开始；蔬菜
筛选的流水线上，工人们熟练地严选菜品装箱；厂区里，厢式货车排着整
齐的队形，等待着装车出发。这是北京东昇农业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的日常。

多年前，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东昇农业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宝平来到这里创业时，招聘员工是一件头痛的事情。“当时很
难招到年轻人，年轻人喜欢到城里就业或者创业，看不上我们干农活儿
的。”刘宝平回忆说。在刘宝平看来，农村也是一个就业的好选择。有农
技之长的年轻人，在农业现代化公司里更可以一展才华。这些年，他欣
喜地看到，他当年的求才渴望竟然变成现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就
业，公司里的青春气息越来越浓了。“我们的技术员都很年轻，他们都干
得很踏实！”刘宝平高兴地告诉记者。

■■ “科技小院”引领致富路

随着水枪的喷散，一朵朵金黄的小蘑菇带着露珠摇曳，整齐的阳光
棚内，上千枚食用菌棒结出了榆黄菇。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富各庄村村
民赵克华的小庭院内，被她打理得干干净净，鲜花开放，绿树成荫，加
上能给她家带来经济收益的食用菌棚，让这个充满生机的小庭院焕发着
无尽的希望。“不用出家门，工作就是按时浇水。每年3月培育菌棒，50
天左右开始出榆黄菇。我两个月卖了3000斤。市场价最低8元，我的收
入是多少？”赵克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反问记者。

站在记者身边的通州区政协委员、于家务回族乡宣传部孟慧介绍说，
赵克华的蘑菇小院，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家“科技小院”，2020年，在市、区
统战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借助科技创新，发展农业庭院经济。村党支部带领
一群年轻人，积极谋划，摸索种植管理经验。5户党员家庭在庭院里新建温
室拱棚，种植黑木耳、榆黄菇等品种，为家庭增收近万元。

“科技小院”的“含金量”极大激发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2021年，
党支部领办成立北京富华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合作社的引领下，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今年下半年，我们还要继续新建庭院温室拱棚，全村将有
1/3的户数参与进来。村民可以居家就业，增加家庭收入。”驻村第一书
记许洁介绍说。

■■ 政策环境越来越好

驾车从京哈高速漷县出口，沿漷县镇吴营村村委会北行200米处，走
进慢时光·境农耕休闲农场，你很快就会被园内错落有致的小院景观所
吸引，手工编织的大草帽和草编装饰物镶嵌在弯弯的拱门上，弯弯曲曲
的田园小路延伸在蔬菜和果园中。

农场的主人是通州区政协委员、北京聚牧源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许月，一个充满朝气、有着农业梦想的年轻创业者。“疫情下，我们农场
对外停止了营业。但我们利用这段没有游客的空闲时间，加紧翻种农业
新品种，建设完善休闲项目丰富农场。让忙碌中的都市人，在周末和利
用假日慢下来，享受乡村的美好生活，这才是幸福。为这样的幸福而创
业，值得付出。”许月说。回顾这些年的创业，许月最满意的，营商环境
的优化要算上头一件。许月从提案办理中体验到营商环境的变化。这些
年来，北京通州区政协不断发挥委员参政议政作用，关于农业和乡村振
兴的优秀提案都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采纳实施。民进通州区工
委的《关于进一步提高通州区蔬菜产业发展质量的提案》、农业界的《关
于加快通州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提案》等，都在保防疫、保民
生、保经济中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应用。

据了解，今年以来，通州区政协连续开展了“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中
找准定位，实现城市副中心乡村振兴”“关于推进城市副中心特色小镇建
设，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典范”等专题调研，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政策让创业创新的土壤越来越肥沃，我爱这片土地。”许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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