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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连任对法国和欧洲意味着什么

▲ ▲（上接1版）

【现场实录】

场景一：下单

4 月 21 日，记者来到衡阳县石市镇石

狮村。午后，太阳正暖，一人多高的油菜，

角果满枝，清香弥漫。

迎面走来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当地人

都认得，他就是湖南省熙园春农机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曾康。

听说记者前来体验当农民，他用好奇

的眼光看了看，笑着说：“跟我来。”

走 在 田 埂 上 ，曾 康 不 时 掏 出 手 机 看

看。记者习惯性地喊他大哥，后来才发现，

他竟是“95 后”的小年轻。

“小康哥，今天合作社在忙什么？”

“这个时节，当然是插秧呀！”

“就一个人来插秧？”

“喏！APP 会给我找机手。”

“什么 APP，竟然这么神奇？”

曾康点开手机上的衡阳县农业社会

化服务平台 APP，进入“农业供需”页面，

里 面 既 有 机 手 找 活 干 ，也 有 农 户 要 找 机

手，看起来很热闹。

在曾康指导下，记者学着发布今日作

业田块、找机手的信息。不一会儿，就有本

村和邻村的机手先后报名。

“选机手，要知根知底。”曾康告诉记

者点击了同村的机手周俊。

无论下单，还是找活，都在网上。这得

益于县里打造智慧农机平台，引导合作社

入驻，给农机安装北斗定位系统，给农户、

农机手安装手机 APP，在平台上发布需求

信息，方便农户与机手相互对接。

讲起机械化种田，曾康眉飞色舞。

“2015 年 ，父 亲 喊 我 回 家 种 田 。那 时

候，我为舍弃那月薪过万元的厨师工作，

难受了好几天。好在适应快，如今操控天

上飞的、驾驶地上跑的，种好自己的田，也

帮助别人种田，真正感受到农村需要我，

人生有价值。”

正说着，远处传来机械的响声。

“ 周 俊 来 了 。”顺 着 曾 康 的 手 势 看 过

去，只见一个戴着草帽的小伙子，开着插

秧机正在赶来。

场景二：作业

或许是长期晒太阳的缘故，周俊的皮

肤有点黑。近距离打量，小伙子很精神。

只见他将机具停在即将作业的田边，

根 据 泥 脚 深 浅 ，熟 练 地 调 试 好 插 秧 的 株

距、行距和深度。

“秧来喽！”曾康的父亲曾春桂开着装

满秧苗的三轮车，紧挨插秧机停稳。

大家一起动手，把一块块毯状秧苗搬

到了插秧机的秧箱上。

一台高速插秧机，需要一个机手，外

加两人摆秧，记者就担当摆秧工的角色。

麻利地上到摆秧台，曾康讲解技术要

点：卷起的秧苗要铺开，整齐放进秧箱，防

止卡壳和空蔸。

一切准备就绪，周俊开动了插秧机。

六个秧爪均匀滚动，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

齐栽插田间。

记者为秧箱反复加秧，转弯时难免有

点手忙脚乱。周俊只好稍微放慢速度，保

证供秧及时、栽插均匀。

插秧机来回穿梭，每 5 分钟一趟。没过

多久，田间就插满嫩绿的秧苗。粗略估算，

一亩栽插秧苗达到 1.7 万株，比人工手插

秧株数要多。

插秧机上装载的北斗导航显示，作业

面积 2.8 亩，花了 40 分钟。户主谭小国表示

满意，按每亩 280 元的价格，当即用手机转

账，一共支付 784 元。

印象中，传统的人工插秧，一天下来

累弯腰，一个人只能插一亩田。

记者体验机插秧，效率是人工的 20 至

30 倍，并不觉得累。

场景三：补贴

“机插一亩早稻 280 元，包括购买秧苗

的 200 元，机插费用 80 元。这个价格是否

划算？”

“仅靠这些，赚得并不多。其实，政府

还有补贴。”曾康说，推广机插秧，财政每

亩补贴 40 元。

如今当农民，不了解政策真不行。曾

康就有个记事本，各项惠农政策一一写在

本子上。

衡阳县年初出台扶持粮食生产的政

策，农民种一亩早稻，机耕、机插(抛)、飞

防 、机 收 ，财 政 分 别 补 贴 35 元 、40 元 、15

元、30 元，机械化烘干稻谷，每吨补贴 40

元。

“作业补贴项目繁多，如何实现精准

到户？”

“农机监管有‘千里眼’，卫星定位计

面积。”

曾康所说的“千里眼”，就是衡阳县智

慧农机平台。

在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教

记者轻点鼠标，监控数据显示：84 台机具

正在作业。

大屏幕上，机具图标来回转圈，好像

玩电子游戏一样。记者随便选中一台，点

击实时监控图标，作业机具、机手清晰可

见。

目前，全县 145 家种粮合作社入驻平

台，300 多台农机加装北斗系统，逾千个种

粮户和农机手下载手机 APP，卫星定位作

业面积，记录的数据可查询。

刚刚完成 2.8 亩机插秧，按政策有补

贴 112 元。这些补贴如何到手？工作人员刘

华 告 诉 记 者 ，数 据 传 回 县 农 机 智 慧 平 台

后，经财政部门审核，补贴款将打入惠农

一卡通账户。

“有人冒领怎么办？”

“每一笔补贴都有作业现场，数量保

存备查，确保种粮补贴谁种谁得。”

平台数据显示，至 4 月 20 日，衡阳县

已完成早稻栽插面积 21 万亩。“仅此，县财

政就要拿出 800 多万元补贴农民。”

【学习体验】

田野风景一时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盼盼

小时候，跟父母种田。天麻麻亮就去

扯秧，忍着对蚂蟥的极度恐惧插秧、顶着

烈日割禾、手工脱粒、大坪晒谷……这种

体验，让我一直对种田“敬而远之”。

此次在衡阳县参加农活体验，简直颠

覆 了 我 对 种 田 的 认 知 。一 张 张 年 轻 的 面

孔，玩玩手机“抢活”；北斗导航定位，驾驶

插秧机、抛秧机，如兜风一样惬意，穿着皮

鞋就把田插了。

人们说，传统种田，靠天吃饭。而如今

种田，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在政策引导与

技 术 加 持 下 ，越 来 越 多 的 年 轻 人 返 乡 耕

耘，他们有知识、懂技术、善管理，从会种

田到“慧”种田，点亮田野新希望。

务农接力棒已传到年轻一代的手中。

随 着 大 批 新 型 农 民 扎 根 田 野 ，中 国 人 的

“饭碗”将端得更牢！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谷雨、谷雨，采茶对雨。

记者在永州双牌县、金洞管理区、零

陵区、东安县等地看到，村民不像其他地

方茶农在茶园采茶，而是纷纷上山采摘

野生茶。制茶企业、专业合作社抓紧加工

野生茶叶。目前，全市有 15 家野生茶叶加

工企业，产品不愁销，甚至走出国门，成

功“破圈”。

纯天然“山珍”，制茶历史悠久

茶叶专家介绍，永州野生茶叶畅销

的“密码”，是好山好水长野生茶树，好原

料制作好茶叶。野生茶叶树自然生长，加

工过程无添加，内含丰富的有益元素，芳

香自然。原生态是其独特的品质优势。

永州地形以丘岗山地为主，属中亚

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全市已知野

生茶叶树分布面积在 100 万亩以上。野生

茶叶树在大山深处自然生长，不施肥、不

使用农药，品质优良，是地道的“山珍”。

永州阳明山天然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地处双牌县泷泊镇塔山村山脚下，公司

负责人李志军为记者泡上一杯野生茶，

只见茶汤润亮，散发着特有的兰花香，多

次冲泡，汤色如初。李志军介绍，他们的

茶叶最高每公斤卖到 2.7 万元。

李志军和妻子周元龙在当地最早推

动野生茶加工。2002 年，他筹办野生茶加

工厂，2004 年春，产出第一批野生茶叶，

很快销售一空。他们不断探索，开发绿

茶、红茶、白茶等多个野生茶叶品种。如

今，他们的产品获得全国绿色有机茶认

证。目前，年产茶叶 2000 公斤，年产值达

2000 多万元。

永州加工野生茶叶历史悠久。双牌

县茶叶协会秘书长滕小鸿介绍，双牌大

山里祖祖辈辈流传采制“老婆叶子茶”的

传统。村民们上山干活时，顺手砍下野生

茶叶树枝叶，回家后制成粗茶，称为“老

婆叶子茶”。客人进村，村民都会端上一

碗“老婆叶子茶”热情招待。

野生茶叶还为永州居民带来不少益

处。江华瑶族自治县大锡乡大锡村 81 岁

村民许木娇对记者说，如今，她每年采摘

野生茶鲜叶，就可卖 5000 多元。在东安县

舜皇山，人们用野生茶消炎御寒、醒脑驱

疲。双牌大山里，山民用铁锅将茶叶熬煮

至茶水黑红透亮，大碗饮下，用来治疗腹

泻等疾病。

生态野生茶香，产业发展迅速

2000 年以来，永州市生态野生茶叶

加工快速发展，成为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推动乡村振兴的又一产业。

季节不等人，制茶正当时。这些天，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小金洞村，村民们采

摘加工野生茶热火朝天。

2018 年，小金洞村第一书记、永州职

业技术学院茶叶专家张华林入户走访，

村民请求他帮助销售茶叶。

张华林抓起村民加工的野生茶叶，

闻到加工时留下的烟火味。他决定带领

大家创办野生茶叶加工厂，提升茶叶品

质。

2019 年，在扶贫后盾单位的支持下，

5 名村干部入股，小金洞野生茶叶厂投

产，产品供不应求。

张华林发现，当地的野生茶叶树属

原始小叶茶，便积极向上级申报，995 亩

野生茶叶林被农业农村部纳入“国家农

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建设项目”，进

行保护。

2017 年，零陵区邮亭圩镇大木源村

在扶贫后盾单位该区教育局的帮助下，

通过贫困户入股，成立野生茶专业合作

社，产品被带到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

受到好评。去年，该村野生茶叶实现销售

收入 160 多万元。

东安县舜皇山野生茶扶贫车间吸纳

1000 余名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采茶、制

茶、评茶、品茶等工作，带动当地及周边

村民稳定增收。去年 1 月，该产业项目获

评“第三届中国优秀扶贫案例”产业扶贫

优秀案例。

协力突破瓶颈，做大做强可期

如今，永州野生茶叶受到越来越多

消费者的喜爱。2019 年以来，双牌县茶叶

协会选送的野生茶叶品种，在全省茶业

博览会等获得多个金奖、银奖。

但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做大做强野

生茶产业还任重道远。

当地还没有形成野生茶知名品牌，

而且各企业加工标准不一、质量也良莠

不齐。另外，野生茶叶增产困难。经常有

客商上门收购，但难有充足供货。因为野

生茶叶树散布山间，甚至长在悬崖峭壁

上，树型不一，无法机械采摘，全凭村民

们翻山越岭手工采摘，不熟悉山里情况

的人，一天采摘不足 1 公斤鲜叶是常事。

针对野生茶量小的实情，专家建议

从制作精品茶叶做起，逐步扩大产量。

双牌县茶叶协会秘书长滕小鸿等受

访者认为，要积极推动野生茶生产企业

加强协作，加大科研攻关，探索适合本地

野生茶特点的加工工艺。要推动名师制

名茶。近年，永州市制茶能手不断涌现，

但缺少大师、名师，顶尖茶叶少。要通过

名师带动，整体提升野生茶加工企业的

水平，制作更多优质茶叶，集中力量打造

几个核心品牌。

大力挖掘茶文化，当地制茶企业已

形成共识。2019 年以来，双牌县先后划

定野生古茶叶树资源保护区，邀请专家

教 授 评 选 出 1 株“ 最 美 野 生 古 茶 叶 树

王”、10 株“野生古茶叶树王”，落实“茶

长制”保护野生古茶叶树资源，出版相

关书籍，创作茶歌等，有效扩大了野生

茶的知名度。

山藏野茶树 煮茗香飘远
——看永州野生茶产业如何壮大破圈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冯兵田 吴海清

4 月 19 日，日丽风清，双峰县井

字镇洪泉村，10 名“和森红”志愿者

脚穿雨靴、挑着箩筐忙碌在田间地

头，扯苗、担秧、抛秧，这 10 余亩田地

的女主人彭石奇在一旁引导志愿者

抛秧，不时下地干活……时过晌午，

近半的田已完成抛秧。

经大数据平台反馈和工作人员

排查，彭石奇的丈夫赵建华因与外

地返乡的村民接触，被判定为新冠

肺炎次密切接触者，于 4 月 13 日前往

县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

赵建华两口子已年逾六旬，家

中还带着小孙子。正值春耕生产的

关键时刻，主要劳动力却缺席了。眼

看家中承包的 10 余亩田还未平整，

秧苗一天天迅速生长，妻子彭石奇

天天打电话“诉苦”，身在隔离点的

赵建华有心无力，急成了“热锅上的

蚂蚁”……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赵建华拨

通了镇里的便民热线，反映自己的

窘 境 。得 知 他 的 情 况 后 ，井 字 镇 党

委、镇政府立即联系了洪泉村的联

村工作组和村支两委。大家一合计，

决定招募农机手和志愿者来帮老赵

家种田。

“我们镇是蔡和森、蔡畅故居光

甲堂的所在地，为人民服务的基因

刻在骨子里。”既是抛秧志愿者、也

是洪泉村党总支书记的周小平说，

“ 老 赵 有 困 难 ，我 们 有 责 任 帮 他 解

决。”

4 月 17 日，农机手驾驶平地机，

开进了赵建华家承包的水田。机器

驶过，一片片良田平整一新。随后，

从镇村干部、党员、网格员中招募的

擅长抛秧的志愿者迅速到场，大家

齐心协力，在田里抛下了一株株满

含“暖意”的秧苗。

“疫情防控要遵守，春耕生产也

不能耽误！谢谢你们，解了我家的燃

眉之急。”心中的石头落了地，赵建

华通过手机向志愿者表示感谢。

目前，双峰共有 311 支“和森红”

志愿者服务队、10 万余名志愿者活

跃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帮助群众

排忧解难，成为当地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的一道亮丽风景。

大好春光大好春光 抢抓农时抢抓农时

双峰县井字镇，春耕生产关键时刻，“田
主人”赵建华被隔离，焦头烂额之际——

老赵家来了“种田志愿队”

24 日晚，法国多家媒体出口民调结果显示马克龙

得票率领先勒庞。随后，勒庞承认败选并表示将投入到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的选战中。此间分析人士指出，马克

龙和勒庞的对决是一场“缺乏悬念”的比赛。在新冠疫

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影响下，“危机总统”的身份让马

克龙明显受益。

马克龙和勒庞 20 日进行了第二轮投票前唯一一

场电视辩论，马克龙因执政经验丰富呈现压倒性优势。

电视辩论后进行的民调显示，59%的观众认为马克龙

更具说服力，只有 39%的观众支持勒庞。

马克龙 2017 年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并未从

根本上解决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还

曾导致深层次社会矛盾被激化，民意支持率一度跌至

23%的历史低点。但他在任期后半程调整施政策略，加

之法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最终使他成功连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慕阳子指出，马克龙任期最后一年聚焦安全、环保、经

济复苏等议题，满足了民众在经济与就业方面的普遍

期望。虽未完全履行其改革承诺，但他推行的搞活劳动

力市场、降低企业税负、扶持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政

策已初见成效。

法国《快报》评论文章指出，2022 年的总统大选是

“两个法国”之争。一个是“开放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

法国，另一个是“悲观的、愤怒和失望”的法国。前者更

多以精英阶层为代表，他们投票给马克龙，后者更多是

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他们投票给勒庞。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成功连任，但与五年前相

比，马克龙和勒庞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的得

票率差距大幅缩小，表明代表民粹主义的法国极

右翼势力强势崛起，这一力量将成为马克龙今后

执政的重大挑战。

法国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此次大选第

二轮投票的弃票率高达 28%，法国人用弃票的方式

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

法国政治学者吕克·费里指出，法国人曾对马

克龙给予厚望，但是五年过去，在马克龙承诺的退

休制度、生态转型、教育等领域，法国人没能看到

“重要的改革”。相反，公共支出激增，政府背负巨

额债务。状况不佳的法国“被撕裂”，对政府的失望

和对变革的渴望，使很多法国人转向支持极右翼

民粹主义。

慕阳子表示，目前在法国国内，疫情和俄乌冲

突使国家财政再次陷入高债务、高赤字旋涡，政治

极端化、社会碎片化趋势继续加剧，解决医疗、环

境、移民、治安等民生问题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外部，面对美国掣肘和复杂的国际形势，马克龙

推动的欧洲战略自主也面临更大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即将在 6 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

举对马克龙来说是迫在眉睫的挑战。勒庞和极左

翼政党“不屈法国”党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的支

持率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紧随马克龙之后，

他们率领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如何，将直接

影响马克龙政府的未来组成。法国政局未来形势

如何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

（综合新华社电）

从马克龙 3 月公布的竞选纲领来看，他连任后将

保持第一个任期政策的连贯性，对内推动经济、就业、

科研、能源、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对外打造“更加

独立自主”的法国，提升法国在欧盟的领导力。

在 能 源 问 题 上 ，马 克 龙 主 张 大 力 发 展 核 工 业 ，

同时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移民问题

上，马克龙表示将制定针对非法移民的更高效遣返

程 序 ，对 不 配 合 遣 返 的 国 家 收 紧 签 证 政 策 。他 主 张

收紧长期居留许可发放政策，若要获得长期居留许

可 ，必 须 通 过 相 关 法 语 考 试 并 实 现 职 业 融 合 。在 退

休制度改革问题上，马克龙希望将退休年龄从现行

的 62 岁 逐 步 推 迟 到 65 岁 ，并 考 虑 进 行 更 广 泛 的 改

革。

法国今年上半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一直在积

极推动“欧洲战略主权”建设和申根区改革等多项计

划，马克龙的连任将给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利好。未

来五年，马克龙将延续一贯政策，推动欧盟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创新欧洲脱碳的经济解决方案，并继续推

动欧洲共同防务建设不断取得进展。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马克龙始终主张在“诺曼底

模式”框架下通过谈判解决危机。预计马克龙连任后

仍将是欧盟方面劝和促谈的主要力量。

延续“马克龙时代”

获胜意料之中

法国内政部 25日凌晨公布总统
选举第二轮投票统计结果，现任总统
马克龙获得 58.54%的有效选票，获得
连任；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
玛丽娜·勒庞获得 41.46%的有效选
票。欧洲领导人当天祝贺马克龙连
任，认为选举结果“对整个欧洲都是
好消息”。

和五年前一样，法国总统选举决
胜轮再次上演“马克龙-勒庞”对决，
法国人再次选择了马克龙，放弃了代
表民粹主义的勒庞。现年 44 岁的马
克龙成为继前总统希拉克之后，又一
位连任成功的法国总统。然而，本次
大选出现的高弃票率、民粹主义崛起

等 问 题 ，预 示 着
马 克 龙 未 来
执 政 之 路 充
满挑战。

挑战不可忽视

4月 21日，衡阳县石市镇石狮村，记者胡盼盼（左）在一辆搭载北斗车载

无线终端系统的插秧机上体验“智慧”种田。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4月 24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出席选举后的庆祝集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