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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下午，南朗街道的龙穴村，几只白鹭在成片的田间和
水塘上低空飞翔，远处布谷鸟偶尔用清脆的啼叫打破乡野的宁
静。在一块开阔的水田上，90后农民陈锦坤开着插秧机在田间来
来回回，留下一排排翠绿的秧苗，在风中轻轻摇曳。

陈锦坤是种粮大户，这块地是他家今春的最后一块插秧地。
这也意味着，今年所有的插秧工作在当天可以完成。

装秧苗的间隙，陈锦坤跟记者简单地聊了下。虽然已经忙碌
了一天，他的笑容还是显得很轻松。不过当天下午吹起了北风，陈
锦坤有点担心这些娇嫩的秧苗，“北风会把秧苗的叶子吹卷、吹
干，不利于它们存活。”

今年，陈家的水稻种植面积近400亩，和去年相比多了10亩，
是帮其他农户代耕的。从春分后一天，也就是3月21日到现在，一
家人都忙着插秧。每天6点起床下田，天黑时收工。打田、施肥、插
秧、追肥、灌溉……虽然这些环节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机械，但操
作机器是个体力活，一家人经历了半个多月最忙碌的春耕时节。
这半个多月里，近 400亩田共分三批插秧，种下了 5个水稻品种，
正常3个半月后将迎来收割。位于龙穴村的100多亩地，共花了4
天的时间才插完。

“你看到区别没有？装了导航系统的插秧机作业的秧苗明显
更整齐。”看着劳作成果，陈锦坤跟记者说。他说，一台插秧机一上
午可以作业 12-15亩，父亲开的插秧机没有装导航，和有导航的
插秧机一比较，效果一目了然。陈锦坤对新设备和新技术一直充
满兴趣，他能熟练使用这些设备，并在具体的农业实践中感受科
技给农业带来的便利。这方面，父亲倚仗他、支持他。当天，堂姐也
穿着水鞋在地里帮着装秧苗，她和家人于清明节专程从香港回乡
祭祖，就多停留了几日，当天顺便体验下农耕生活。“我小时候也
插过秧，现在农业技术比过去进步太多了，用上了好多自动化设
备。”堂姐说。

插秧机又启动了，陈锦坤要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这些排列
整齐的秧苗，将从地里长出新的希望。

90后，“ ”种田

使用无人机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减
轻了劳动强度。

3月18日，陈锦坤用无人机给水稻田播撒缓释肥，为即将开始的插秧做好准备工作。

3月22日，秧苗被运送到稻田。

3月22日，陈锦坤家里的两台插秧机开
始抢时插秧。

4月8日下午，陈锦坤在插秧机上开启GPS辅助插秧
功能，确保插下的秧苗行列更整齐。

4月8日下午，陈锦坤开着插秧机在龙穴村鸡头角田间插秧。

3月15日,陈锦坤驾驶拖拉机
在承租的龙穴村鸡头角180亩水
稻田里第一次耙田，为即将开始
的插秧做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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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陈锦坤在育秧棚里查看秧苗
的生长情况，计划插秧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