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农业变“潮”需要更多扎根乡村的“新农人”
刘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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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旧住宅房屋
做“健康体检”很有必要
苑广阔

农忙时节，在余姚市马渚镇勤为
径农场的稻田里，卢紫怡等三位头戴
草帽的姑娘正麻利地拌种、调试设
备。从不识农具的“女娃娃”到熟练
操作农机设备的“新农人”，从短视频

“小白”到吸粉数千的“农业知识科普
达人”，她们在农场田野“播撒”青
春。 5月14日《宁波晚报》

近些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
展，田间地头早已不再是记忆中的
模样。从无人机可以在稻田上空划
出优美弧线，到“土味教程”短视频
能收获数千点赞，再到“自然教室”
里也飘出稻香与欢笑，人们看到了
新时代农业，在“新农人”的“耕耘”
下，实现无限可能。

科技赋能，让传统农具长出“智
慧翅膀”。在智慧稻田里，几位“女飞
手”不仅改写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耕叙事，更让她们父辈从无人机播种、
插秧机实现无人作业等场景中，感慨现
在种地也能如此时髦和高效。但科技兴
农的深意不止于此，当卢紫怡在研学课
堂展示无人机播种时，乡村的孩子们眼
中迸发的光芒，恰似当年万户仰望星空

时的神采。从奉化桃山的智能大棚到马
渚镇的“植物ICU”，现代农业正以科技为
犁铧，在年轻一代心中播撒希望的种
子。这种转变印证着一个真理：农业的
现代化不仅是设备的更新迭代，更是生
产关系的重塑与农业文明的升级。

流量破圈，为古老土地注入“青
春基因”。蒋钰欣等“新农人”的突
围之路，堪称一场农业形象的“破壁
行动”。这位短视频“小白”，硬是将
晦涩的农技知识变成“当北斗导航
遇上拖拉机”的爆款文案，让评论区
挤满“姐姐带我种地”的呼声。在这
场新媒体战役中，“小农学农”账号
40 多条破万视频、8000 多个点赞，
不只是流量数据的胜利，更是农业
与年轻人的“深度对话”。当她们父
辈也主动要求入镜宣传家乡，当小
龙虾垂钓因爆款视频订单激增，我
们分明看见：被互联网赋能的农业，
正在从“土里土气”到“潮人打卡地”
的华丽转身。这种转变揭示着乡村
振兴的新路径——要让农业酷起
来，先要让年轻人走进来。

产教融合，在田间地头搭建“成
长阶梯”。无人机操作、研学策划、短

视频运营等课程设置，不仅彻底打破
“黑板上种田”的窠臼，也生动演绎着
教育改革的深层逻辑。“模拟面试”中

“被蚂蟥咬如何处理”的灵魂拷问，也
让教育接上了地气。同时，“现代学
徒制”的妙处，不仅在于教会学生指
挥插秧机，更在于培养出既能撰写视
频脚本、又能搭建自然教室的复合型
人才。当卢紫怡的笔记本写满农时
谚语，蒋钰欣的电脑存着20多版剪辑
模板，我们更懂得：最好的课堂不在
窗明几净的教学楼，而在飘着稻香的
阡陌之间。这种教育创新的价值，正
在于让“纸上得来终觉浅”变成“绝知
此事要躬行”。

从卢紫怡考取“乡村运营师”的
志向，到蒋钰欣组建专业团队的梦
想；从政府出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到马渚镇共建“青年入乡实践站”，
乡村振兴的蓝图正在“新农人”手中
徐徐展开。这或许正是时代给予我
们的启示：要让农业真正“潮”起来，
既需要无人机掠过稻田的轰鸣，也
需要短视频传播乡野的灵动，更需
要扎根乡村“新农人”用青春热血浇
灌这片希望的田野。

日前，记者从宁波市鄞州区住
建局获悉，鄞州区在全市范围内率
先开展住宅房屋“健康体检”工作，
今年计划完成500幢老旧小区房屋

“体检”，力争三年内实现全区城镇
老旧住宅房屋“体检”全覆盖，并逐
步将范围推广至非住宅房屋，全方
位保障居民房屋使用安全。

5月14日《宁波晚报》

当一幢幢高楼大厦在城市中拔
地而起时，那些承载着几代人记忆
的老旧住宅正在悄然老去。鄞州区
率先开展的住宅房屋“健康体检”工
作，犹如为城市建筑注入了一剂“预
防针”，不仅开创了房屋安全管理的
新模式，更体现了城市治理从被动
应对到主动预防的思维转变。这种
转变背后，是对生命至上的深刻理
解，是对城市安全防线的未雨绸缪。

近年来，国内多起房屋坍塌事
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生命财产损
失，每一次悲剧都在拷问我们的房
屋安全管理体系。传统的事后补救
模式如同“亡羊补牢”，而鄞州区推
行的“健康体检”则将关口前移，建
立起“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长效
机制。新增32项“体检”指标，结合
人工检查与智能检测技术，为每幢
房屋建立动态更新的“健康档案”，
这些措施构建起了一个科学化、系
统化的房屋安全预警网络。正如人

体需要定期体检预防疾病一样，房
屋同样需要专业的“医生”和“体检
表”来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

鄞州区的创新实践尤其值得称
道的是其首创的普惠性外墙保险机
制。外墙脱落被称为“城市上空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困扰许多老旧
小区的“老大难”问题。“居民出一
点、政府补一点、保险介入”的共同
缔造方式，巧妙地解决了维修资金
筹措难题，形成了多方共担的风险
防范机制。这种模式既体现了政府
责任的担当，又调动了市场和社会
力量的积极性，更培养了居民的安
全主体责任意识。它打破了“政府
大包大揽”或“业主自行负责”的二

元对立思维，探索出了一条共建共
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路径。

房屋“健康体检”制度代表了一
种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现代城市
不仅是建筑的集合体，更是复杂的
社会生态系统。鄞州区的实践将房
屋安全从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提
升为融合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治
理创新的系统工程。通过属地巡
查、部门督查和全民参与的“多维度
问题发现机制”，形成了全社会共同
关注房屋安全的良好氛围。这种治
理模式既发挥了专业部门的技术优
势，又调动了基层社区和市民群众
的监督力量，实现了“专业治理”与

“群众路线”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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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旅游惠民的
乘数效应
充分释放出来
孙维国

5月13日，在2025年中国旅
游日即将到来之际，宁波作为“5·
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召开
新闻通气会。会上，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通报了系列活动的筹备进展
情况，并公布了面向市民游客的多
重惠民举措。其中最受期待的莫
过于特别推出“5月19日，全市83
家A级旅游景区免费开放”福利。

5月14日《宁波晚报》

文旅兴，则人气旺；人气旺，则
消费热；消费热，则发展劲。旅游
不仅是一段段旅程，更是一项惠
民、利民的民生大事。真正把旅游
当成一种公共服务来做，才能把诗
和远方带到千家万户，把烟火人间
写进百姓生活。

旅游惠民需要行动落实。放
眼全国，宁波以主会场身份迎来今
年“5·19 中国旅游日”，并率先放
出实招：景区免费开放、文旅消费
券发放、平台企业联合让利、博物
馆打破常规“不打烊”……这不是
一场热闹的节日活动，而是一次文
旅理念的升级展示，是“让人民群
众真正得实惠”的有力行动。

旅游惠民要从“减负”入手，迈
向“增益”。门票减免、消费补贴，
这是“让利”的第一步。但真正能
打动人心的，是“我愿意为你多走
一步”。提前预约、实名入园、保险
保障、绿色出行的贴心服务，体现
的正是管理者将游客放在“中心”
的用心。

旅游惠民要从节日“优惠”，走
向日常“普惠”。“5·19”是节点，但
真正的考验是 365 天的运营逻
辑。“免门票”不是目的，而是手
段。免门票释放的不只是价格红
利，更是情感价值。当人们发现，
这座城市愿意敞开怀抱迎接游客、
回馈市民，那种归属感与认同感是
任何广告都难以替代的。

做好旅游惠民这篇大文章，既
要笔墨有力，也要笔触细腻；既要
系统思维，也要布局长远。释放旅
游惠民的乘数效应，不是简单地

“免多少次票”，而是系统性地构建
一个让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再
来的旅游环境。以“免门票”吸引
游客，以旅游惠民撬动消费。从细
节出发、从游客出发、从可持续出
发，才能把好政策变成好口碑，让
旅游惠民的乘数效应充分释放出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