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农村去是我的一个心愿

唐晓燕

报名参加科技镇长团去农村，起初，同事不理解，朋友不赞成，家人不支持。一个女同志，在省级机

关工作多年，环境优越，对各项事务得心应手，为什么还要到艰苦复杂的基层去“受罪”？但我知道自己

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到农村去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我来自农村，从事“三农”工作，熟悉“三农”情况，

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去寻找机会帮助那些我所热爱的朴实的群体，为他们实实在在做点事情。

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党组织的关怀，对得起养育我的农村，人生也更有意义。

耐心说服家人并获得支持后，2018年 8月我来到了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泰州市姜堰农业园区。为尽快熟

悉工作，我每天早早就进园区找企业、种植大户、乡镇技术人员调研，了解农业园区的具体情况，晚上再

对白天的工作梳理总结，天天忙到深夜。同时，用好“朋友圈”、借力大后方，帮助园区实现更好发展。

融入到他们中去

融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刚到园区时，听不懂这里的方言，总感觉自己不被接受。转念一想，当

初申请来这里挂职，就是想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派上用场。我主动敲开隔壁分管农业领导的门，把自己事

先准备的工作想法向他一一作了汇报。他听完我的汇报，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很快就通知相关站所跟我交

流现在园区申报省级农业示范园项目所遇到的瓶颈和困难。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直到食堂给每个人送来

一碗菜面的时候，大家才注意到天色已晚。走在夏夜乡间的小路上，手里捧着一堆资料，回顾一天的工作

发现，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主动与基层同志打成一片，听取他们的意见，就一定能很快融入到他们中

去。

从那以后，我积极邀请原省农委、省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一起帮助园区制定发展规划，解决

园区在申请江苏省农业产业示范园和农业部产业强镇项目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努力做好大项目的申

请和落地工作。这年 9月，我当天往返南京达 18次之多。国庆假期放弃与家人团聚，坚守在农业园区。国

庆节后，做了一个小手术，医生建议至少休息半个月，但当时正好处于示范园区答辩的关键时期，我又回

到了工作岗位。当园区领导端来一碗鸡汤，嘱咐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时，那种感动令我终身难忘。终于在 10

月底，农业园区获批省级农业示范园项目资金 5000万元，农业部产业强镇项目资金 3000万元。资金随后

全部到达姜堰区财政，目前园区正按照规划和项目的使用要求，有序做好各项基础设施以及品种、品质、

品牌的提升工作。

曾被笑话纸上谈兵

做农业工作，我自信有着职业优势和后方支持。沈高镇耕地面积达 3.41万亩，水稻是第一大粮食作物，

面积 2.65万亩，其中优良食味水稻品种面积 2.4万亩。当地农民虽然有着丰富的栽培和种植经验，但他们

对水稻新品种和新技术并不完全了解。针对一些新形势新变化，我与园区领导交流想法并发挥派出单位优

势，多次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到实地指导，力求在水稻品种和绿色生态技术上求突破，提升水稻品质，全力

打造“味稻小镇”品牌。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一些上年纪种植户的反对，他们笑话我纸上谈兵。我一次次

上门跟他们逐一沟通，拿出一些对比实验说服他们，并争取一些年轻种植户投入一些新品，用现实的成果

去带动更多的人。



9月初的太阳虽比不上夏日那么火热，但水稻田里正午也达到 39度以上。当我正与省农科院的专家一

起做病虫害的对比实验时，突然感觉一阵凉意，抬头一看，是一位大妈撑着伞给我遮阳，并递过水和西瓜。

那天中午我们在路边的林地上，吃着大妈为我们准备的一菜一汤，那是无法形容的美味，因为这里面饱含

着一种理解和信任。

感谢这个平台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园区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姜堰农业园区虽然有着较强的农业产业基础和优势，但

在大米等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还存在着一定的弱项和瓶颈。为推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帮助企业寻求农产

品精深加工突破口，去年 10月至 11月间，我先后六次赴江南大学食品学院，通过熟人，一次又一次跟学

院领导汇报农业园区深加工企业的现状，以及园区产业转型升级遇到的技术瓶颈，最终赢得了学院领导的

支持。去年 12月，学院专家一行 7人，参加了姜堰组织的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交流会，与原区农委、区粮

食局、农业园区和部分农产品生产企业一起，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专家还围绕

园区企业情况和面临的技术需求，开展了一对一的交流，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原因，稻米和蛋制品优质不优价。面对这些情况，我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带

上园区的企业负责人，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向大型国企、高校、政府机关的后勤部门详细介绍产品，

另一方面加强与一些知名品牌的食品加工企业对接，了解上游高端产业的技术和产品需求，精准服务企业

市场需求。泰州市爬强头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农业园区新型创业企业，员工基本都是 90后的年轻人，创

业激情高涨。他们依托溱湖丰富的水资源优势，从事蟹产品的深加工，主打的香辣蟹产品受到市场的广泛

认可，但技术水平仍处在初级阶段，且产品在常温贮藏下易发生油脂氧化和腐败变质等问题。面对这些技

术难题，我一次次带着企业人员与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对接，帮助企业柔性引进多次承担国家级项目的江南

大学食品学院的教授作为企业副总。企业在提升产品口感市场适应度、延长产品保质期、新厂房设计等方

面实现了重要突破。2019年 2月 25日，学校和企业正式签订了三年共计 80万元的产学研合作项目框架协

议。同时，积极推动江南大学与企业联合申报 2019年江苏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该项目已正式通过专家

评审，成为泰州唯一一家现代农业深加工重点研发项目。

发展综合种养，培植多种高效种养模式，是真正能让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好办法。我先后走访近 100

名种植大户，向他们介绍目前省内亩产利润较高的“稻虾共作”模式。在后方单位的扶持下，我带着农业

园区相关负责人、农技推广部门人员、一部分种植大户去泗洪现场学习。通过两天的实地考察，他们看到



了美好的前景，纷纷表示愿意加入综合种养的行列。村民老单多年前在济南做纺织品生意赚了些钱，想回

乡创业。经过现场参观和学习，他对综合种养有了浓厚的兴趣。我一方面跟他分析园区内适合综合种养的

水质、土壤环境，一方面联系省淡水研究所专家和泗洪的一些养殖大户来现场指导。去年他投资 45 万元，

流转了 63亩地进行稻虾共作、23亩地作为精养鱼塘，现稻虾共作亩均净收入达 5000元以上。他打算再扩

大规模，周边的农户也被他带动起来加入其中。一天，他们带着做好的小龙虾来到办公室跟我分享他们的

收获，在由衷为他们感到高兴的同时，也从内心感谢科技镇长团为我提供了这个平台。

十几个月的辛劳，换来果实累累，内心不禁涌起一阵欣喜，但唯觉亏欠的是自己的家人。为了专心工

作，手机经常调成静音，在国外读书的孩子经常抱怨无法与我视频联系。爱人偶尔一次从外地出差路过探

望，恰逢申报省级农业示范园区的关键时期，只好把他一个人留在宾馆。然而，他们时刻以一种亲情的力

量激励着我，为农业园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向科技镇长团交出自己的一份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