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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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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嵩阳街道山脚村（现

山脚社区），蒲长文一直是

走在前面的人。山脚村曾是

一个省级贫困村，1995 年，

21 岁的蒲长文从嵩明职业技

术学校种植专业毕业，在一

家生菜种植企业务工。2001

年，蒲长文回村后，想带着

村民一起种生菜，可没人愿

意加入。

蒲长文想成为村里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他利用

自身积累的种植经验，把自

家的几亩地全种上生菜，经

过精心管理，获得了不错的

效益。看到蒲长文种植生菜

致富后，山脚村 121 户村民

纷纷种上了生菜。没过几年，

山脚村就摘掉了省级贫困村

的帽子。

然而，随着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种植标准不一、机

械化操作难、销路窄等问题

随之而来。蒲长文面临的问

题，是乡村致富能手普遍存

在的现象，因为大部分致富

能手均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

农民，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

单一、缺乏创新意识，扩大

种植养殖规模后仍沿用传统

的生产方式，导致发展空间

越来越小。

为此，自 2002 年开始，

云南大力实施农村“三培养”

工程，将各项优惠政策和扶

持项目向“三培养”对象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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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长文种植有机番茄

2022 年，昆明市嵩明县嵩阳街道的农民蒲长文有了新

的身份标签——“优秀新农人”。近年来，像蒲长文一样

从致富能手到新型职业农民，再到新农人的农民越来越多。

在他们身份标签不断变化的背后，是自身素质、技能、思

维的迭代。对这些转变提升，当地政府发挥了什么样的作

用？又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