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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进入党代会时间。6月18日下午，出席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的代表们陆续抵达杭州报到。本次党代会共有代表733名，其中，研究生学历党员、50岁以

下党员和女党员占比均有提升。

在各代表团驻地，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发现，党代表中涌现出许多年轻面孔——他们是与互联网时代共成长的“85后”“90后”。

对于这场盛会，这些刚步入而立之年的新生力量有何特殊的期待？他们怎么看待自己肩负的使命？他们将为大会带来怎样的年轻视角？一起来听听三位

“30+”党代表的感言吧。

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今天开幕，党代表中涌现“90后”青春面孔

而立之年的他们
带来的都是青春的声音

身为绍兴市南野

农夫生态农业园负

责人，33 岁的王园

园度过了繁忙而充

实的一天。正值黄

桃 成 熟 季 ，6 月 18

日，从绍兴到杭州的

一路上，她都在忙着接

订单——短短两三个小时，

销售额有五千多元。

王园园是一名青年农创客。2013 年，从中

国农业大学毕业后没多久，王园园放弃了北京的

工作机会，回到上虞老家当起“农创客”，如今已

有 10 个年头。她创办的南野农夫生态农业园占

地 300 亩，种植了黄金水蜜桃、湖景水蜜桃、冬

桃、玫瑰布林、黄金布林等多个优良品种，构建起

生态循环体系。

带着新农民的新理念，王园园想方设法让家

乡农户抱团发展。2016年，王园园联合几位创业

伙伴成立“江南农小二”，联合上虞区的农业创业

青年们举办农夫市集，带动 30 多家农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的销售；2018 年，她又牵头成立上虞新

农人联盟，吸引“80后”、“90后”新农人返乡。

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浙江省青春助力乡

村振兴带头人“青牛奖”、浙江省优秀农创客⋯⋯

王园园投身的田间地头也回馈给她多重身份。

对于“党代表”的新角色，王园园的目光聚焦

于三农，关注乡村振兴，“希望能助推青年回农

村、乡贤回农村，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加快科技兴

农、机械兴农，探索适合浙江地理条件的小型农

机，让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借助机械的力

量，打造出一个个城乡共同富裕小单元。”

王园园希望让更多的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

收益，让更多年轻人看见返乡就业、创业的多元

可能性，“未来，农业一定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农民一定会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青年农创客王园园：共富路上，青春作伴好还乡青年农创客王园园：共富路上，青春作伴好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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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成为

一名揽投员起，在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绍兴市分公司皋

埠特快揽投部，阮海

良用汗水与智慧练就

了 快 递 业 务 的 专 长 ，

2021 年斩获第三届全国

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一

名，被评为“绍兴工匠”，今年又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快递不只是体力活，要干好还要多动脑

筋。”90后阮海良平均每天揽投约300份快递，在

他随身携带的本子里，密密麻麻记满了揽投的最

佳路线图，“要提高效率，就要事先规划路线，比

如，把生鲜件安排在优先路线上，还要避免走回

头路。”

阮海良注意到，近年来，快递从业者的人员

流动率正在降低，随着大学生、退役士兵等纷纷

加入，队伍素养也日益提升。

“快递小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地位

和认知度都在提升。我们有了自己的节日——

‘快递小哥节’；在杭州，快递小哥凭借专业技能，

被评为高层次人才。快递小哥这份职业越来越

体面、获得感也越来越强。”阮海良说，这次党代

会，自己就是代表浙江 30 多万快递小哥而来，他

深感这个新身份背后的责任重大。

来杭州前，阮海良特意向周边的快递从业人

员了解各自的诉求，把这些声音传递到党代会

上，“一方面，快递从业人员需要有更完善的权益

保障制度，特别是加盟网点的快递员，也要有与

其劳动相配套的福利待遇，比如，提高社会保险

的参保率；另一方面，在学历提升、技能培训上，

希望有更多元的渠道，打破快递从业人员的职业

天花板，不要让大家觉得快递员就是一眼望到头

的职业。”

快递小哥阮海良：带着浙江超30万快递小哥的期待而来快递小哥阮海良：带着浙江超30万快递小哥的期待而来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当选党代表，既兴奋

又紧张。”1990年出

生的刘惠婷来自嘉

兴团，头一次参加

这么高规格的会议，

她 提 前 做 了 许 多 功

课 ，向 老 代 表 取 取 经 。

“我不仅是来开会的，更要学

到会议精神，了解未来五年的规划

和方向，才能将我们与之相关的工作做好。”

刘惠婷是桐乡市濮院镇油车桥粮油农机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也是有名的种粮户、女农机手，

曾获评全国“双带”农村致富青年先进个人、全国

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浙江

省百名最美巾帼新农人荣誉。

“插秧机、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常用农机

我都会操作。农忙时，哪边缺人我就补上哪边。”

刘惠婷不仅能够熟练驾驶农机，而且对于烘干机

等电脑控制的机器，也驾轻就熟。要知道，刘惠

婷的专业可是会计，和农业毫无关系。

2010 年，父亲刘金龙搞起了油车桥粮油农

机专业合作社，传统老式且人手不够。那年刘惠

婷刚毕业，还没有正式工作，便在家里帮忙了。

谁能想到，这一帮忙便造就了未来能干的女

农机手。刘惠婷钻研农业机械，自制平田机；引

进水稻穴直播技术，进一步示范推广；改进直播

机，省去开沟程序，得到了设备原设计者、江西农

大博导罗锡文教授称赞，2021 年还申请了两项

实用新型专利。

在她的推进下，合作社水稻耕收种的机械化

率达到了100%，连干了一辈子的老师傅都夸奖。

记者眼前的刘惠婷，一手老茧，皮肤也晒黑

了。“家里人说我哪像一个女孩子，幸好遇到了志

同道合很支持我工作的老公，我才能全身心地投

入工作。而且他还能来帮把手。”

令刘惠婷感到自豪的是，村里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带着新技术、新思路开始种

植经济作物，从事农业电商等。

“很多新农人原本的专业和农业并不相关，

所学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

河。”刘惠婷在和同行的交流中发现，大家都有类

似的困惑，希望在农业领域有更细化的扶持，“比

如说，对接相关的院校，让我们有地方进行培训

和学习，真正做到产学研融合。”虽然目前也有这

样的扶持，刘惠婷希望加大力度和精准度。

另外，在农业数字化改革方面，全省正在推

进农业双强行动（机械强农、科技强农），这对农

创客、新农人都是一次借力的机会。刘惠婷希望

政策能落到实处，引进符合实际的技术及器械设

备，加速农业的发展。

巾帼新农人刘惠婷：开着农机驰骋在希望的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