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还真是被我爸拐回来的。”
5月16日上午，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试验地旁，奉欢拉开货车车厢护
栏，随即打开了话匣子。1997年，
她的父亲奉光荣从新疆回到遂宁，
购买了遂宁第一台联合收割机，开
始创办家庭农场和合作社。

2014年，而立之年的奉欢接到
父亲电话：“回来吧，村里需要年轻
人。”电话里，父亲告诉她，农村土
地撂荒现象越来越突出，村里老龄
化严重，留下来的人文化程度不
高，跟不上规模化、机械化种植的
步伐，需要她回来“搭把手”。

当时奉欢就答应下来了，最初
只是想帮助父亲把农场发展推向
正轨，这不过是个短期工作，并不
影响自己再度外出，没想过会一直
留在村中。

那一年，奉欢和父亲在亭子坝
村流转土地 300余亩办起了家庭
农场。为了与村民签订土地流转
协议，奉欢和父亲挨家挨户上门协
商；为了找人插秧，父女俩每天早
上开车将从东禅镇燕窝村雇请的

工人拉到亭子坝村。在
路上，奉光荣给女儿讲起
了过去学农机拜师被人
拒之门外，硬着头皮“蹭
课”逐渐熟练掌握农机操
作技能的经历。

这 一 干 就 是 四 五
年。“觉得自己走不了，也
不能走了。”奉欢说，在和
父亲一起打拼的过程中，
她看到了农场发展和村
里变化，更重要的是看到
了未来，“那就留下来，我
相信农村大有可为。”

在亭子坝村，奉欢承包了近
1100亩土地推行农业自动化生产。

当时，当地正推进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试点，而家庭农场正好
有连片的土地，农机合作社的农机
设备也算齐全。2021年在政府倡
导下，奉欢引进四川农业大学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与母校西
华大学农机装备研究院建立合作，
针对川东丘陵地区土地不集中成
片、不宜机械化耕作的特点，奉欢
对土地进行宜机化改造，创造条件
实现机械化大规模耕作。

长年田间实践，毕业于西华大
学信息工程专业的奉欢找到了农
业生产效率不高的症结，她大胆创
新，改进大豆玉米专用播种机，制
作复合种植专用除草机，补齐了复
合种植无人机飞防无法作业的短
板，此外她还针对玉米大豆种植特
点，研发集整地、开沟、开种植行于
一体的相关机具，申请了多项专
利，目前，已经取得了“一种位置可
调式收获机割台扶禾装置”发明专

利证书。
这些创新发明提高了玉米大

豆复合种植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用
工成本，在 2022年遭遇持续高温
干旱的情况下，全国农技中心对其
农场的示范基地玉米开展测产验
收，亩产玉米617.66公斤。农业农
村部、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省内
外专家对大豆进行测产验收，亩产
达 180.2公斤，创造了全国玉米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高产纪录。

采访过程中，奉欢的电话不时
响起，她在电话里聊起的，大都与
农业生产有关。

村里的生活忙碌而紧凑，最近
农忙，她盼着早点到周末，孩子放
假可以从成都到遂宁来。

回乡十年，离不开家庭的支
持。“他（丈夫）十分理解我回乡发
展，也在背后一直支持我，农场里
自动化农业的各种文字消息、数
据、后期记录都是他在做。”如今，
她把对农村、农业的热爱，都在日
常生活中展现给女儿看，“就像父
亲当年希望我回来一样，我觉得
如果女儿对农业感兴趣，我是支
持的，毕竟农业不仅仅是种地，还
涉及技术研发、经营、管理等方方
面面。”

奉欢说，目前农业机械设备、
种植技术已日趋成熟，除了依然会

“靠天吃饭”，她认为农村人的观
念，也是关乎农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农业现代化需要有系统观念
和大局意识，熟悉和把控各个关键
点，这是环环相扣的。这些都要靠
年轻人，农村需要更多的年轻人。”

（据《华西都市报》刘虎）

从小无法站立行走，7岁被诊断
为患有罕见的腓骨肌萎缩症，伴随年
龄增长，腿脚变形，手指伸不直，打字
靠指关节，20岁时使用轮椅，常年与
轮椅为伴……这是南京 80后残障姑
娘纪寻人生的A面，但她的人生还有
B面——“轮椅上的追梦者”：她从未
放弃求学之路，考上南京林业大学英
语系，之后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和巴黎政治学院的双硕士学位。硕士
毕业后，她回到南京创业，帮助更多残
障人士活出精彩人生。

为了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纪寻在
求学期间，做过不少兼职，她尝试过翻
译、记者、研究员、NGO项目官员、咨
询师等职业。其中，在国际著名旅行
指南杂志《孤独星球》当翻译的经历，
对她影响很大，纪寻坐着轮椅，与母亲
一起自助旅行，去过近30个国家。

“残障人士也可以走出去看世界，
旅游是残障人士接触世界、与人连接
最简单的方式。”纪寻说。2018年，纪
寻回到南京成立了奇途无障碍公司，
借助互联网、科技和专业知识，为有
特殊需求的旅行者提供旅游解决方
案。奇途无障碍改变了许多人的生
命轨迹，帮助更多残障人士走出家
门，很多十几年未出过远门的残障人
士解锁了新的目的地，重获了生活的
信心。此外，作为残障垂直社区和社
会创新机构，还为残障人士或团体提
供就业、社交、出行、教育等信息服
务，并通过各种类型的活动促进残障
人士与社会的连接。

“我们服务全国各地的残障人士，
仅2024年，就有5000多人通过我们的
资源平台获取信息，找到工作，千余人
接受就业培训。”纪寻告诉记者，通过
培训提升残疾人数字技能，增加了残
疾人朋友的就业竞争力。比如，邀请
残障博主等为大家做培训，做直播以
及自媒体知识分享和普及，提升大家
的就业视野。纪寻和团队小伙伴不断
为“让残障者真正融入社会”而努力。
从线上的内容生产和社群活动，到线
下的实地无障碍探索、“残健结合”的
桌面游戏等活动，纪寻表示，无障碍的
探索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她认为，
命运无法使残障者低头，未来自己将
继续在无障碍和残障领域深耕，为“折
翼者”点亮梦想之灯，让每一位残障人
士都能活得出彩。

（据《扬子晚报》李冲）

轮椅上的追梦者
助力残障人士活得出彩

回村十年创下全国高产纪录

80后女大学生
在田间奏响奋斗之歌

5月 16日，孟夏时节，上午9点
多，四川遂宁市安居区石洞镇亭子坝
村，空气中已能感受到阳光的灼热。

遮阳帽、口罩、冰袖，站在大学生
玉米大豆复合种植试验地旁，奉欢“全
副武装”指导当地村民田间作业。按
照计划，这些工作得赶在中午之前全
部完成。

回村十年，田地里的工作，奉欢早
已轻车熟路。这些年，她改进大豆玉
米专用播种机，补齐了无人机作业的
短板；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玉米大豆复
合种植效率，降低用工成本，2022年遭
遇持续高温的情况下，创造了当年全
国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高产纪录。

此外，她还带动周边三个村的农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进行玉米
大豆复合种植近2万亩，通过推广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比传统单一种植每
亩多增收1200元，农场案例入选《全国
家庭农场典型案例（2022年）》。

留下来的年轻农场主
“我是被我爸拐回来的” 机械作业+技术创新

创下全国高产纪录

回乡十年离不开家人支持
“农村需要更多的年轻人”

奉欢在田间进行机械化作业

遂宁市安居区石洞镇亭子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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