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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惠州惠城区文化馆召开“我深爱这片土
地”——惠城区大型原创交响音乐会筹备会议。据悉，音乐
会将于5月16日晚在惠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汇集
近年来惠城区文艺工作者的18首原创音乐作品。 （林海生）

5 月 9 日—10 日，“荷
花奖”舞剧《醒·狮》登上惠
州文化艺术中心的舞台，连
演两天。

5月 9日，“园洲工业记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史
与融合史”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惠州博罗东江粮仓举
行。据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将深入挖掘
当地发展变迁史，展示丰厚的人文记忆。

5 月 7 日，惠州市图书馆
VR阅读体验区迎来第一批读
者，该馆 VR 阅读区正式对读
者开放。

接过农业接力棒
年轻人 新农人

我国是农业大国，脚下这片土地孕育了悠
久而厚重的古代农耕文明。当下，随着“乡村
振兴，关键在人”理念的践行，“面朝泥土背朝
天”的耕耘模式成为过去，青年加入、黑科技加
持，传统农业有了现代元素，“乡村日子有了幸
福味”成为惠州田间地头的新潮流。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自信则民族自信。
年轻人接过农业接力棒，化身新农人，以全新
的方式在惠州土地上耕耘，惠州的这班青年背
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第七次人口普查，广东人口总数
是 1.27 亿人，但广东目前的存栏蛋鸡
为 2000 万只，按照每人每天一蛋计
算，每天至少有1亿枚鸡蛋需要从外省
输送进来，缺口非常大。”董平天说，这
是他决定从事鸡蛋相关工作的原因。

在自动化机器传送带上，一摞摞
整齐排放的鸡蛋即将送入千家万户
……鹏昌农业公司的车间里，一枚小
小的鸡蛋“孵”出一条全产业链。

董平天告诉记者，他是“半路出家”

的，本科毕业后为学习国外完整的物流供
应体系，他前往英国卡迪夫大学就读物流
与供应链专业硕士。不承想这一趟求学，
他看到了中西方现代农学的差距，2014
年回国后在农业领域的实际工作中，更加
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差距，于是他考取中国
农业大学农业领域硕士研究生。

在基地里，随处可见董平天将所
学应用到实际中。董平天介绍，通过全
自动智能环控，公司的养殖场保持全年恒
温，并控制湿度和光照等环境，以保证蛋

鸡健康，提高产蛋率；刚生产出的鸡蛋立
即通过输送带直接进入车间，鸡粪则及时
送出鸡舍拉走处理，鸡舍保持得很干净。
拉走的鸡粪被收集起来，与华南农大合作
生产成优质有机肥，用于马铃薯种植。

马铃薯是惠东特色产业。在位于惠
东县铁涌镇小屯村的省级马铃薯产业园
种植基地，董平天以“蛋鸡+马铃薯”种养
立体循环模式带动马铃薯种植面积
1100亩，解决土地贫瘠板结问题，为冬种
马铃薯产业发展探索了绿色发展新路子。

戴上面纱帽，一头扎进果园。走
到蜂箱旁，弯下腰，娴熟地打开蜂箱
盖，取出一板板蜂巢，查看一格格

“小房间”里的采蜜情况……这是李
灿辉每天都要做的事。

2003 年出生的李灿辉，前不久
参加完春季高考，已被省内一所中
医药职业学校录取。等待 9月份开
学的他，有了更多时间守着自己的
35箱蜂蜜。

“祖上没人养蜂，全靠他自己摸
索。我们也想不到35箱蜂蜜是他从
1箱慢慢养出来的。”连李灿辉的父

亲李海容都惊讶地说。
童年时代，当同龄人都在关注

奥特曼、小汽车时，李灿辉却格外
喜爱逗玩小蜜蜂，“我也不知道为
什么，就觉得它们扑腾着翅翼，在
花丛中辛勤采蜜，就特别有趣。”李
灿辉说。

2018 年，李海容的朋友得知李
灿辉热爱钻研养蜂，就送来1箱小蜜
蜂。那时候，李灿辉还是一名初中
生，作为“兼职养蜂人”，只能利用周
末放假时间研究、琢磨，通过翻书、
上网学习养蜂知识。后来，读中专

的他只能在周末放假回家来管理。
“我是经历了失败的人。”李灿

辉说，毕竟没有实践过，身边也没有
养蜂人可请教，最初，他不知道一箱
蜂里只能有1只蜂王，也不会精准判
断哪只是蜂王，所以蜂群会逃跑。

通过不断地学习摸索，李灿辉
把1箱蜜蜂扩大到如今的35箱。前
段时间，荔枝花开旺盛，加之龙眼树
相继开花，辛勤的小蜜蜂忙个不
停。“这段时间，蜂蜜的产量攀升了，
很快这格子就能存满，我就要摇蜜
啦。”李灿辉开心地说。

龙门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心的实验室内，该中心副主任纪
海石正身着白大褂，仔细查看培
养皿内的绿植生长情况，不时用
镊子夹起一棵幼苗检查。在他
身旁的储物柜里，摆放有数十个
白色塑料瓶，瓶身上记录着作物
种类或土壤采集的具体时间和
地点。

作为龙门县2019年引进的专
注土壤学的高层次人才，纪海石
除了在实验室里工作，平日里还
时常下乡调研，在农田里进行绿
肥种植试验、测量植物生长数据、
采集土壤化验……

2019 年，初次来到龙门的纪
海石便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
引。“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农业环
境、淳朴热情的人民，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有机质含量整体较高的土
壤，不仅有利于发展农业，也为开
展农业研究提供了良好环境。龙
门不仅蔬菜水果种植面积大，还
保留了种植培育中药材的传统，
成为广东省南药种植的重要基
地。“在这里开展绿肥推广和富硒
农业的课题，更能发挥我的特
长。”经过深思熟虑，纪海石选择
安家龙门。

来到龙门后，纪海石与同事
便开始着手开展绿肥推广试验以
及土壤分析实验室的改扩建工
作。目前，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
中心已取得实验室运行资质，为
该县在富硒土壤资源调查、土壤
改良、测土配方施肥等方面提供

了更专业的服务。
“经过我们前期的调研，龙门

有 70%左右的土地都是富硒的，
发展富硒产业有先天优势。”纪海
石说。

通过采集土壤和农产品样
品、整理分析数据、确定费用和项
目方案，纪海石协调完成了《开展
耕地质量提升及富硒产业发展行
动示范项目》的申报。目前，纪海
石在地派镇古洞村潘嘉园茶场选
择了5亩地，对茶叶进行不同种类
硒肥的试验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中。纪海石告诉记者，市场上富
硒的食品销售价格较高，例如富
硒大米的售价是普通大米的两到
三倍。地派的茶叶价格约 500 元
一斤，富硒茶叶就能卖到600元一
斤。通过推广富硒农产品种植，
将促进农业增产提质，助农民增
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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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舍里“捣蛋”的农业硕士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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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昌农业公司航拍图 受访者供图

养殖场保持全年恒温，并控制湿度和光照
受访者供图

纪海石在实验室仔细查看培
养皿内绿植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我本科在北航读
的是国际贸易，身边有
不少同学在搞导弹，我
也在搞‘捣蛋’，只不过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董平天笑着说。

董平天是农业龙
头企业——惠州市鹏
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鹏昌农业
公司”）总经理，获得
“广东十大最美农村乡
土专家”“惠州市优秀
乡土人才”等荣誉，为
当地的农业发展、食
品安全、乡村振兴等
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
和建议。他说：“我希
望能将论文写在田间
地头，为乡村振兴奉献
更多来自一线农业人
的力量。”

“我留学归来后到大山里从事农
业工作，同学们都不理解。”董平天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但产业
发展需要人才振兴作为支撑。他要将
所学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中，致力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九年来，董平天带领团队接连建
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国家级畜
禽养殖标准示范场、高新技术企业等，
并获得广东省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广
东省省级产业园主体、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基地、广东省农产品出口示范
基地等荣誉，其间引进的人才也极大
促进了产品的研发和企业发展。

“在鸡蛋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下，

不少蛋企正在努力转型，企业不能只
埋头生产，更要了解消费市场的需求
变化。根据多年的一线市场调研，我
们推出了定制鸡蛋，希望给消费者提
供多功能营养化的产品。”董平天举
例，孕妇需要补充叶酸，团队通过调整
鸡的饲料让鸡蛋含有叶酸。

对消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后，董平
天组建了烘焙类产品研发团队，加快蛋
品深加工发展，探寻用自身生产的鸡蛋
打通最后的消费端。“近年来，纵观市场
的各类蛋品加工产品，蛋糕等更受到消
费者的青睐，我们开发这个领域，可以
延长蛋品的保质期，提高附加值，且消
费群体更广。”董平天介绍，烘焙类生产

线投产后，按照标准化和高质量的要求进
行生产，目前已与麦当劳、深航、南航、盒
马鲜生和华润万家等多家大型超市和餐
饮连锁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
关系。截至目前，公司研究开发的优质
烘焙产品已有300多种。且食品加工厂
85%以上的员工都是附近村民，解决了
当地的就业难题。董平天说，公司当前
蛋品深加工板块以代工为主，但接下来
会进一步创建和巩固自身的品牌。

今年，董平天入选了惠州市委组织
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专家
咨询专班，成为专家成员之一，时不时会
走进田间地头，将自己的经验尽数分享
给返乡大学生、乡村振兴人才班学员。

“蛋业”一二三产业融合，服务“百千万”工程

小鸡蛋“孵”出全产业链

荔枝花开蜂蜜甜，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穿梭在荔枝林间，在花丛里收获甜
蜜。眼前戴着眼镜，笑起来非常青涩，
时不时得抠抠手指缓解紧张情绪的
“00”后小伙李灿辉，在讲起养蜂时，却
变了一副模样，从蜜蜂产卵到授粉到采
蜜的整个过程，他如数家珍地阐述。

2021 年，李海容的朋友从广州
回乡探亲得知此事后，特意跟李灿
辉购买蜂蜜。第一单就卖出了近
2000元，李灿辉特别开心。

从上职校开始，李灿辉就靠蜂
蜜，解决了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
2022 年，李灿辉养蜜蜂的收入接近
3 万元，今年，他粗略估计会有 3 万
多元。

“荔枝蜜、龙眼蜜、桉树蜜、百花
蜜、冬蜜（鸭脚木）……”他如数家珍
般介绍一年四季蜜蜂采集的花粉和

蜂蜜种类。眼下，荔枝、龙眼花已开
完，他收集的约 300斤荔枝蜜、龙眼
蜜在陆续销售中。

蜜蜂博采万花，为提高荔枝果
品坐果率和产量“锦上添花”。李海
容说，自李灿辉在果园里养蜂开始，
家中荔枝园的产量提高了不少。

“其实，我最近参加镇隆镇荔
枝生产协会组织的培训，从荔枝
种植专家那儿得知，养蜜蜂对荔枝
花授粉结果很有帮助，我算是歪打
正着了。”他说，作为“新农人”，希

望为镇隆荔枝振兴贡献自己一份微
薄力量。

作为在互联网发展下成长起来
的 00后，李灿辉懂得利用网络。他
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日常劳作小
视频，也收获了一些粉丝和顾客，去
年他还利用网络把自家荔枝卖完，
并帮其他村民卖了1000多斤。周末
时，他和父亲利用干枯或者修整下
来的荔枝木柴做窑鸡，也通过朋友
圈销售。一家人都觉得，只要踏实
肯干就能创造财富。

推广绿肥种植
推动富硒产业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养蜂收蜜幸福活

从“1”到“35”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李灿辉“耕耘”在荔枝林间，收获“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