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江最寬隧道成功貫穿 料年內通車

青年重返農田 鄉村煥發生機
敢闖敢拚注入新理念 拓展生態種植產業鏈

「雪龍」號抵新西蘭 進行最後物資補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只能在家裡種田。」這是

不少中國農村家長在教育孩子時常用的一句話。隨着中國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回

家種田」不再是無奈之舉，而是許多年輕人的主動選擇。這些重新回到田間地頭的

「新農人」，有見識、有想法，敢闖敢拚，正成為鄉村振興的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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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雙腳站在土地上的時候，我感到十分
踏實。」「80後」青年姚慧峰自稱為「姚
社長」，他和他的「稻香南垣生態水稻合作
社」在內地生態水稻種植圈裡已經小有名
氣。
7年前，姚慧峰放棄了北京一家醫藥企業

的高薪工作，回到家鄉江西省宜豐縣開始種
植有機水稻，從最早用雛鴨吃蟲子到以菜籽
餅為肥料，再到嘗試種單季稻，讓農田得到
休整……他逐漸掌握了生態水稻種植技術，
並將所有農藥、除草劑等化學品拒之於農場
外，通過稻鴨共作的方式種出來的生態水稻
每斤最高賣到15元。
同時，他還不斷延長生態稻米的產業

鏈，生產米粉、米糕，和別人合作開發黑
糯米酒和原漿白酒，合作社的產值已經超
過200萬元。

成立書社開展農耕體驗
「我們在村裡建起了圖書館，成立了慎修

書社，還開展了農耕體驗活動，過去安靜的
村莊又重新煥發出活力。」姚慧峰說，有許
多來自北京、香港等城市的客戶也慕名前來
參觀他的生態稻田，體驗傳統的稻作文化。
從埋頭種下20多畝生態水稻，到現在全

村90%的水田實現了生態種植。姚慧峰一直
沒有忘記他當年的願望——讓農民成為一個
受尊重、有尊嚴的職業。

今年36歲的張俊傑是江西省豐城市小
港鎮人。大學畢業後，他輾轉多個沿海省
份打工。
有了原始積累之後，他把目光重新投向
了家鄉那片土地。
張俊傑的父親是鎮裡的老農技師，爺
爺、外公、舅舅都是傳統的農民。在他們
眼中，種田是和「泥土」打交道，春耕是
「二牛抬槓」，插秧是「肩挑手插」，收
穫時鐮刀割石磙碾……總之，風吹日曬，
又髒又累。

實現耕種收全程機械化
然而，張俊傑的種田方式與祖輩們已經
有了天壤之別。他的大部分農田都實現了
耕、種、收全程機械化，加上科技化的土
壤肥力專業測土配方管理，以及專業化的
病蟲害綠色防控等，不僅降低了生產成
本，還提高了糧食產量、品質，流轉了
1,700多畝地的他，去年純收入近40萬元
（人民幣，下同）。
張俊傑正着手調整經營結構和經營方
式，除了傳統的水稻種植外，他還想種一
些綠色蔬菜、養一些生態家禽，進一步提
高收入。
從霓虹閃爍的城市回到雞鳴犬吠的農
村，許多年輕的農人也收穫了內心深處的
喜悅感和獲得感。

張俊傑：收穫了內心喜悅感 雷應國：農村天地展現強大吸引力
提到內心的獲得感，同樣是「80後」的種糧

大戶雷應國對此感受更深。去年10月，他當選
中共十九大代表，這成為他人生中最難以忘懷的
時刻，「作為十九大代表，這是一份閃閃發光的
榮耀，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從原來的單打獨鬥到如今合作社有社員108

戶、水稻種植面積18,200多畝，雷應國也成了
一個懂技術、能經營、善帶動的新型職業農民。
他說，如今農村產業的不斷發展，有越來越多的
年輕人開始投入到農村產業，他自己的合作社當
中就有數十位「80後」的成員。

讓年輕遊子找回鄉愁
過去5年來，中國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得到

迅速提升，門前小橋流水、院後綠樹成蔭的美
麗田園風光隨處可見，不僅吸引了城市遊客駐
足觀光，也讓遠離故土的年輕人重新找回了
遺失的鄉愁。
與此同時，許多農村也正在將高標準農田建設

與培育新型經營和服務主體相結合，為年輕「農
人」重返農村施展才華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平台，
農村的天地正對年輕人展現出強大的吸引力。
江西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麻智輝認為，有

知識有情懷的年輕人積極參與鄉村振興，正讓農
村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和活力，「年輕人重返農
田，不單單意味着勞動力的回歸，更重要的是為
農村發展注入了新的理念，拓展了農村產業的多種
業態，也促進了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

姚慧峰：讓農民成受尊重職業
按照習俗，

農曆大年初三
是 客 家 「 送

窮」的日子。這天一大早，江西
省井岡山市茅坪鄉壩上村脫貧戶
吳雲月就將家裡裡裡外外打掃了
個遍，並把連日積攢的垃圾倒進
了村頭的垃圾桶裡。「過去送
『窮』年年送，年年窮，現在終
於徹底把『窮』送走啦！」吳雲
月笑着說道。
去年2月底，經國務院扶貧開

發領導小組委託的第三方機構評
估，吳雲月所在的井岡山市成為
中國貧困退出機制建立後首個脫
貧「摘帽」的貧困縣。

發展特色種養鄉村旅遊
對井岡山貧困群眾來說，這是

他們脫貧後迎來的首個春節。在
脫貧攻堅中，井岡山引導貧困群
眾發展特色種養、鄉村旅遊等產
業。「從大年初一開始，每天就
有很多遊客到村裡來。」在神山
村一家農家樂門口，昔日的貧困
戶左秀發一邊招待客人打糍粑，
一邊樂呵呵地說。去年，通過打
糍粑、開農家樂和入股村裡的合

作社，他家的收入超過了5萬元
（人民幣，下同）。
日漸興旺的產業，不僅讓遊

客來了，許多在外打工的人也
回來了。
今年春節，井岡山大隴鎮案山

村村民張春花再也不用擔心搶不
到去深圳的火車票了。看着村裡
鄉村旅遊越來越紅火，在外漂
泊的她去年辭掉了深圳一家鞋
廠的工作，回到村裡成為一家
民宿的前台服務員，每月工資
2,000多元。
談起村裡發生的變化，張春花

開心得合不攏嘴。她說，過去因
為在外打工，不得不把一歲多的
女兒交給老人照顧，每天只能
通過視頻緩解思念。如今，在
家門口上班，她一回家就能陪
着女兒玩。
井岡山市委書記劉洪說，在脫

貧攻堅中，當地發展環境明顯改
善，自我發展能力大大增強，很
多原本在外打拚的人看到家鄉的
巨大變化和發展前景，紛紛選擇
返鄉創業就業。這個春節，有許
多在外打工的人回來後就不準備
再出去了。 ■新華社

脫貧縣產業興
勞動力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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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總重
4,400噸的「三陽號」盾構機24小時馬
不停蹄地向前掘進，500餘名地鐵建設
者堅守崗位，夜以繼日地加班加點……
長江最寬隧道——武漢地鐵7號線春節
期間順利橫穿長江江底，可望年內開通
運營。
武漢地鐵7號線由野芷湖至東方馬

城，全長30.85公里，設站19座，途經
東西湖區、江漢區、礄口區、江岸區、
武昌區和洪山區，是目前在建的一條過
長江的線路。
武漢地鐵集團董事長周少東說，7

號線的越江隧道是中國首條公鐵合建
的越江盾構隧道，位於武漢長江二
橋、青島路長江隧道之間，全長2,950
米，隧道直徑達15.2米，是地鐵2號
線的兩倍多；單管盾構斷面開挖面積

達到195平方米，是2號線、4號線的
六倍。
在施工現場發現，隧道內溫度明顯高
於地面，雖在寒冬，在隧道內行走，全
身大汗淋漓。越靠近盾構機前端，溫度
越高，接近30攝氏度，相當於初夏，工
作人員僅着單衣作業。
在盾構機這個轟鳴的「龐然大物」後
方，隧道內部結構同步施工。圓形隧道
分隔為三層：上層為公路煙道；中間層
為3車道公路層；下層中間走地鐵，兩
側另外佈設有逃生通道、管線廊道及地
鐵層排煙通道等。盾構機每前進一步，
管片拼裝、隧道注漿及後方的公路層混
凝土結構隨即跟上，後方物資調運也源
源不斷。
武漢地鐵集團項目三陽路長江隧道項

目經理倪正茂說，越江盾構始發以來，

遇到世界性地質難題——地層「上軟下
硬」的「黏糕層」，並夾雜遇水大幅膨
脹的泥岩，掘進異常艱難。截至目前，
已更換刀具近3,000把。高峰期，平均
兩三天就要換掉整盤刀具。

逾500人春節日夜奮戰
為了確保年底7號線能順利開通運

營，春節期間來自不同省份的500多名
建設者在越江隧道工地現場日夜奮戰。
倪正茂說，「三陽號」盾構機承擔
越江段右線隧道開挖任務，目前累計
掘進2,000餘米，已抵達漢口沿江大道
底下，距離三陽路車站接收井約500
米。而左線隧道盾構掘進已抵達漢口
江灘地下，正在穿越長江堤岸。這意
味着，武漢地鐵7號線兩條隧道均已挖
過長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昨日
舉行2018年旅日華僑華人新
春招待會。中國駐日本大使
程永華說，過去一年中日關
係改善勢頭進一步增強，今
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
結40周年，希望雙方把握這
一重要機遇，繼續相向而行
推動兩國關係改善發展，也
希望旅日僑胞繼續為此發揮
積極作用。
程永華表示，2018年是貫

徹落實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
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
年。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海
外僑胞和歸僑僑眷的傾情付出
功不可沒。「旅日僑胞有愛國
愛鄉的優良傳統，希望大家在
新的一年加強團結，不斷發展
壯大，為促進中日各領域交流
合作、支持祖國發展建設作出
更大貢獻。」
日本華僑華人聯合總會會長

廖雅彥在致辭時說，希望旅日
新老僑胞加強交流、相互學
習、團結一致，為祖國發展建
設和中日兩國友好交流等繼續
作出貢獻。
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名譽

會長顏安說，回首2017年，
祖國建設和發展取得了重大成
就。十九大宣誓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新時代，並描繪出中
國發展的宏偉藍圖。旅日華僑
華人有幸見證新時代的到來，
並親身感受到祖國富強所帶來
的溫暖和振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西風
帶中顛簸多天的「雪龍」號極地考察船沐
浴着綿綿細雨，於當地時間20日上午10
時緩緩停靠在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市附近
的利特爾頓港，這是中國第34次南極科考
隊乘「雪龍」號第二次抵達新西蘭，也是
此次南極科考中最後一次靠港補給。
克賴斯特徹奇是新西蘭南島主要城

市，也是世界上距離南極最近的城市之
一。去年11月26日，「雪龍」號從上海

出發後第18天，就曾停靠利特爾頓港進
行補給。
中國第34次南極科考隊副領隊、國家海

洋局極地考察辦公室副主任夏立民介紹，
此次停靠新西蘭，除了補給後續南極科考
所需的燃油、淡水和食品等物資，還將進
行隊員輪換。中山站越冬隊和羅斯海新站
隊的50多名隊員將下船乘飛機回國，另有
30名新隊員登船。同時，科考隊還將與新
西蘭南極局進行多項交流活動，包括舉辦

「雪龍」號公眾開放日。
自去年11月8日從上海出發以來，中國

第34次南極科考隊搭乘「雪龍」號已連續
執行任務104天，任務和行程都已過半。
「雪龍」號曾兩次穿越西風帶，多次遭遇
南極強風天氣，多次從密集浮冰區突圍。
據介紹，此次補給之後，「雪龍」號將再
次穿越西風帶執行最後一項任務——赴南
極阿蒙森海域進行海洋環境調查，並計劃
今年4月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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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逾500500施工人員春節在隧道內綁紮鋼筋施工人員春節在隧道內綁紮鋼筋，，日夜日夜
趕工趕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雷應國站在自己承包的稻田裡雷應國站在自己承包的稻田裡。。網上圖片網上圖片■■姚慧峰回鄉實踐稻鴨共作姚慧峰回鄉實踐稻鴨共作，，在稻在稻
田中同時飼養鴨子田中同時飼養鴨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俊傑駕駛插秧機在田地裡勞作張俊傑駕駛插秧機在田地裡勞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