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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药”飞！
——崖州区“80后”创业新农人陈达麒用无人机“玩转”农业圈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我是无人机，严格来说是植保无人机，名叫小麒，旁边是我的两个兄弟，小达和小陈。我们三个名字合
起来就是主人的名字——陈达麒，他是崖州区水南村 32 岁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主人的农业创业梦想在天空里——让农民手中的农药箱“飞”起来，减轻他们肩膀上的重量，实现减负的
同时让收入增长。

这是主人的梦想，也是我们的梦想。

▲11 月 15 日，陈达麒操控无人机在崖州区北岭
村委会大茅村小组附近的槟榔林上空喷洒农药。

崖州区破解“三过”土地难题，促进村
集体经济壮大

“整”出新实效
“改”出新经济

本报记者 张慧膑

租金过低、面积过大、期限过长，这“三过”问题，成
为崖州区不少村集体经济壮大的“拦路虎”。今年以来，
崖州区通过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等，制定了“三过”土地
整改方案，切实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保障了村民的共同
利益。

制定方案破“三过”难题

租金 20元一亩；有些农户打着 5亩的承租合同，实
际“霸占”村集体 50亩的土地；有的农户租金常年不上
交……这样的现象以前在崖州区梅东村“见怪不怪”。

村集体租出去的土地不少，可每年的经济收入却不
多。“租出去 1000 多亩地，每年的收入只有 9万元。”梅
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孙立有些无奈地说。

农村土地整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改的结果就
是村集体经济“流失”。不破不立，整改亟需进行。

为此，今年上半年，崖州区通过调查研究、征求意
见，制定了“三过”土地整改方案：以村为单位、大社区包
村来落实。首先，对全区所有发包的土地进行统计，整
理出来以后，督促各村发包方和承包方按照要求修改合
同，调整租金等。

土地整改的号角吹响，全区各村迅速行动。
作为行动最快、成效最好的三公里村，在接过“枪

杆”后，村“两委”干部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多次召开
各种会议研讨方案，经过探讨明确思路：以租户缴纳租
金违约为“突破口”，引入测绘机制，组织工作人员对租
户承包地面积重新进行测量核准，将租地面积从原先的
3100亩调整到 5100亩，并把私自拓荒扩种部分收回村
集体，或要求租户缴纳超出部分的租金……

针对“痛点、堵点、难点”问题，三公里村“两委”团结
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问题为导向，破解“顽
固”难题，进一步凝聚了基层领导干部的凝聚力，维护村
民的共同利益。

“我们对村里67户租户的地块进行整改，现在已经
基本完成清退工作。”三公里村党支部书记文光敏说，三
公里村引入市场价格评估机制，与租户协商谈判，要求
重新签订合同，并将租金由5-30元/亩提升到 150-300
元/亩。

地租提高了，村集体经济收益也“壮实”了起来。如
今，三公里村集体经济收入从3万元增加到60万元，进
一步增加了村集体资产。

村集体经济收入节节高

“有些农户没有合同，甚至不愿意上交租金，这严重
阻碍了土地整改的进度。”孙立说，解决的办法就是请律
师团队来处理。

今年 4 月开始，梅东村向村民发布公告，要求村民
登记自家土地数量、上缴租金，但迟迟未见有人来。“涉
及到自身利益，大家都不来了。”在会议上，有村干部提
出了问题所在。

怎么办？梅东村“两委”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
工作方式，齐啃“硬骨头”：村“两委”干部主动出击，挨家
挨户排查、统计，入户劝说村民上门“认领”任务；通过与
农户多次协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达成整改意见。

目前，经过多方努力，梅东村的土地整改已完成了
三分之二，地租由原来的25元一亩调至200多元一亩。
孙立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全村“三过”土地整改完成
后，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将增加110万元。

“一开始心里也是反抗的，但是经过村委会的沟通，
这也是为村民共同利益着想，也接受了新的合同。”梅东
村芒果种植户林成伟说，他和村委会承租了100亩地种
芒果树，之前租金为20元一亩，虽然现在自己的个人利
益受损，但保障了村民的“大利益”，受益的最终也是自
己，也就想开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三公里村决定用这些租金
为村民缴纳医疗保险，对村庄主干道进行硬化和安装路
灯、绿化美化环境等，补齐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短板。梅
东村也将资金用于村集体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上。

崖州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怀良介绍，为了让租户的
利益得到保障，崖州区政府制定了租金指导价，根据土
地的肥沃等条件划定指导价格区间，比如梅山的芒果地
指导价是 200-500 元一亩，条件一般的则为 150 元一
亩。此外，对于合同规范违约等问题，聘请了专业的律
师团队调解，确保双方的利益。

目前，崖州全区24个行政村已经全部开展“三过”土
地整改，确保在今年全部整改完成。据统计，全区整改完
成后，每年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将超过1000万元。

◀11 月 15 日，陈达麒（右）准备启动无
人机为槟榔树喷洒农药。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Sy“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Sy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请求起飞！”
每次我和小达、小陈准备好，只要

主人按动手中的遥控，我们哥仨就能按
照之前测绘的路线喷洒农药，短短五分
钟，就能完成 4 亩地的作业。

近年来，随着从事传统人工打药农
户的年龄增长，农业用工难用工贵的
难题成为困扰和制约农业集约高效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三亚，比如芒
果、槟榔等经济作物生长在山地，传统

人工作业模式效率低，效果不尽如人
意。国家提出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现代
化水平，加大购置补贴力度和开展农
机作业补贴等，三亚政府部门也对我
们无人机进行了补贴和扶持，让我们
更多兄弟走到农户家中，为农业生产
保驾护航。

从槟榔、芒果、香蕉到茄子，主人团
队的脚步已经踏遍了崖州的广袤农村，
在土地上印下了“科技兴农”的痕迹。

有效果、省时省力还省钱，让更多农民
看到使用我们的好处，从一开始的“抗
拒”到主动上门为作物“挂号”，农户的
观念转变了。我们的腰杆也硬了，飞得
越来越起劲。

一亩地收农户 60 元。崖州区北岭
村委会大茅村小组的陈德光大哥，不仅
请我们给他 3 亩槟榔喷洒农药，接下来
的冬季瓜菜种植还将请我们出马。半
小时的打农药自由，让更多像陈德光大

哥这样的农户减轻了肩上的“负担”，
他们干农活更有劲了。

主人说，下一步将再扩充 3 支服务
队伍，带动村民就业 10 人以上，预计整
个团队营业年收入达到百万元，也为更
多的农户和农业企业提供更多技术支
持和飞防服务。

我们哥仨也盼着能有更多的兄弟
在三亚相聚，一起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
空飞翔。

崖州区是三亚冬季瓜菜重要种植
区，也是三亚芒果主产区。长期以来，
打农药都靠人工进行，费时、费力、费钱
不说，效果还不好。尤其是给槟榔树喷
洒农药时，除了要背着重重的药箱，还
要把喷头举到好几米高，难掌控且不
说，一直抬头也让农药容易落到脸上，
进入口鼻，造成农药中毒。

于是，主人想到了无人机。“如果使
用植保无人机，这些问题是不是都迎刃
而解？”

说干就干！2020年 11月，主人花钱
买了第一台植保无人机——也就是我，
并起名“小麒”，想要组建植保团队，当

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然而难题来了，组建团队需要人，但

没人愿意入伙，大家都有疑问：“这个无
人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还有人唱衰：

“打农药可是技术活，这机器哪能比得
上人，别把药都浪费了。”

面对大家的不看好，主人想解释，但
迎接他的是一次次的“闭门羹”。

“一定要让他们改变想法。”这次挫
折没有让主人打退堂鼓，反而激起他的
好胜心。从那以后，主人开始了辛苦的
创业路，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不仅给
我找活干，还要执行植保任务，经常从
早忙到晚。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
说的很对。2020 年底，政府部门找主人
合作，由主人操控我为农户喷洒农药，
费用由政府补贴。这次合作，让我有机
会在更多农民面前大展身手，让他们了
解到植保无人机的便利。

体验到植保无人机的好处，人们争
相加入到主人组建的植保团队。

随着团队初成规模，主人计划再购
进两台无人机。他多次与极目海南公
司领导沟通表明自身返乡创业的抱负
和决心。为鼓励返乡大学生创业，极目
海南公司承诺，购买的植保无人机如作
业 不 到 一 百 亩 可 以 免 费 给 予 无 偿 退

机。这个承诺消除了主人创业顾虑，减
轻经营压力。

今年初，主人把小达和小陈带回来，
我们哥仨能在崖州区见面，别提多高兴
了。

主人组建的团队也迅速成立了两支
植保队伍，配置两台作业车辆，使团队
具备了作业服务能力。

目前，在无人机喷洒农药方面，为
芒 果 喷 洒 农 药 每 日 作 业 收 入 近 2000
元 ，为 槟 榔 喷 洒 农 药 作 业 日 均 收 入
2500 元。全部加在一起月均收入多达
10 万余元，扣除用工成本和养我们三
个的费用，不到 3 个月主人就回本了。

主人总是这样夸我们：“看着它们三
个在半空中盘旋，不到 5 分钟喷洒完一
亩地的药水，我的内心是自豪的。”

2007 年毕业后，主人便回到家乡跟
他父亲从事水产养殖。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主人和老主人

“失业”了。再后来，主人考进某单位工
作。

在工作交流中，主人了解到植保无
人机在农业生产中有着广阔的前景。一
位专家告诉他：“植保无人机能够为农民
省时省力，节省成本，发展前景广阔。”

此后，主人便时常留意与植保无人
机有关的信息。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主人得知崖
州区在招募植保无人机兼职飞手的信
息，他果断报名并参加培训。

无人机的操作不是很难，但想应用

于农业生产，还需要钻研，熟悉安全操作
规范和注意事项，用心揣摩培训老师讲
的每个细节和无人机操作要领。经过一
个星期的培训，主人熟练掌握了无人机
基本操作和简易维修技能。

至此，我们与主人的缘分已成注定。

天空中的兄弟会越来越多

成为团队一员

与主人相伴是注定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