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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梦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春耕时节，在武汉市黄陂区的永旺

智慧农场里，00后农机手陶哲仅用 10分
钟就完成了 20亩田的播种任务。

只见他站在无人机旁，目光专注地

盯着屏幕，手指在屏幕上灵活滑动，调整

各项参数。随着轻点启动按钮，无人机发

出轻微的嗡鸣声，稳稳腾空而起，向着田

间飞去。无人机在空中翱翔，按照预设路

线，精准地将种子撒向田间。

“这台大疆 T70农用无人机，每次起

飞可以播下 100多斤种子。”1000多个日

夜的淬炼，让人眼花缭乱的智慧农机被

陶哲一一驯服，而脚下的土地也在无声

记录着他的“拔节生长”，从青涩的“新农

人”到驾驭未来农业的“破晓者”。

带着敬畏，一身泥巴站田间

2018年，来自武汉郊区的陶哲考入

武汉一所高职院校，选择了当时热门的

电子商务专业。2021年 6月毕业后，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武汉永旺智慧农场

在网上招聘“智能农机操作手”。从小对

机械操作充满兴趣的陶哲，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拨通了招聘电话，而后成功入职，

成为农场里最年轻的农人。

那时，农场正在筹备打造第一代的

智慧农场。“00后”“大学生”“有文化”的

标签让陶哲成为农场里的“香饽饽”，大

家都盯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看他

能否为农业转型注入一股新力量。

与此同时，周围也传出一些质疑声：

“年轻人能待得住吗”“不过是三分钟热

度吧”……

“读了十几年书又回去种地？”陶哲

的父母得知他要回乡从事农业，更是难

以接受。

但陶哲没有退缩，在田野里感受学

无止境的乐趣。

初入农场，陶哲信心满满地坐上了

一辆拖拉机，准备去田里作业，却遭遇了

下马威——因为对操作细节不了解，一

踩油门，伴随着一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拖拉机尾部的旋耕机猛地停顿，整个机

械系统陷入瘫痪。

“那一刻，手心全是汗，心里特别紧

张。”他立刻拨通了老农机手李长庚的

电话。

李长庚赶来后，手把手地教陶哲修

拖拉机，并详细解释如何正确调节转速。

“年轻人，别急，农业这行需要慢慢

学。”李长庚的话让陶哲深受触动。

未关电闸导致漏电、忘记给机器轴承

抹油导致磨损过大……陶哲在实践中不断

遇到新问题，也不断学习和成长。

不到两个月，他便熟练掌握了无人机、

智能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的使用，成为

农场里的技术达人。

2023年春天，天气反复无常。4月初的

寒潮过后，陶哲按计划完成了 100 亩地的

播种任务。然而，几天后，新一轮寒流席卷

而来，刚刚播种的苗木因冻害全部死去，造

成了近两万元的损失。

陶哲站在田间，面对一片白茫茫的土

地，心中满是无奈和懊悔。“刚入行时，觉得

农业不过是一项简单且机械的工作。但实

际工作起来才发现，农业的复杂性与多变

性远超想象。”

在一次次与农田打交道的过程中，他

深刻体会到农业不仅是从播种到收获的循

环，更蕴含着人对自然的理解、对季节变换

的把握和对作物生长规律的观察。

带着对农业的敬畏心，陶哲更有干

劲了。

面对机器故障带来的播种遗漏等问

题，他下田排查，确保每块田地均匀播

种。农忙时节，他每天四五点就起床，抢

时间完成耕地、播种、打药等任务，确保

不误农时。

陶哲渐渐感悟到，要想干好这行，不仅

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和坚持。

空闲时，他总爱约好友一起登山，还有

一次爬上了武汉的“大青八”（当地对大花

山、青龙山、八分山的统称），25 公里山路

走了整整 8个小时。

正是登山经历，让陶哲习惯了长时间

与自然相处，也磨炼出农业工作必不可少

的毅力。

今年 59 岁的老农机手吴国和感慨：

“现在有几个年轻人还愿意一身泥巴水，在

烈日下连站四五个小时？但陶哲能坚持下

来，这很难得。”

科技解锁农业新动能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陶哲，对脚下的这

片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小时候，陶

哲总爱跟在爷爷身后，赤脚踩着松软的土

壤，跟着大人们在田间忙碌。在他记忆里，

每次干完农活，爷爷总会坐在田埂上，擦擦

额上的汗，指着那些沉甸甸的农具，叹道：

“田里全靠人力，累得不轻。”

智能农机的引入为传统农业带来了更

多机遇。

现在，陶哲利用无人机搭载的多光谱

传感器，可以精准捕捉作物的生长信息，生

成详细的生长图。基于这些数据，他通过无

人机进行变量施肥，对长势良好的田块减

少肥料施用，对长势较差的田块增加投入。

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肥料利用率，还使作

物生长更加均匀，产量显著提升。

“从传统农业到智慧农业，变化是翻天

覆地的。”陶哲介绍，“过去一个人辛勤劳作

一天，只能播种 5 亩地，现在利用无人机，

一天可以完成 500亩地的播种。此外，智能

拖拉机能够自动规划最佳路径，减少重复

作业；智能插秧机则通过精准定位和深度

调整，确保最优插秧效果。”

在武汉永旺智慧农场里，智慧农业管

理平台成为农业生产的“智慧中枢”。平台

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提供最优种植方

案；传感器追踪土壤湿度、养分和气象数

据，实现精准灌溉；搭载北斗导航的智慧

农机，按厘米级精度自主作业，支持远程

操控；物联网设备的融入，使病虫害、土壤

与天气情况实时可控；全链溯源体系为每

袋大米、每棵蔬菜配备专属二维码，扫码

即可追溯全生命周期数据，保障食品安全

透明……

武汉永旺智慧农场的负责人胡丹说，

农业智慧化转型让农场每亩地每年节省约

300元，生产成本降低了 30%。

这种转型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改

变了农民的收入结构。

过去，老农机手李长庚种 13 亩田，辛

劳一年，收入不足 1万元。如今通过土地流

转和农场提供的就业岗位，每月能拿到

5000元收入，年收入跃升至 6万元。而像陶

哲这样掌握智能农机操作的“新农人”，凭

借技术优势，月薪达 6000元，加上奖金、福

利，年收入可达 10万元。

武汉永旺智慧农场的技术顾问韩海彪

工程师，来自北京一家国内领先的智慧农

业领域企业。他表示，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型的道路上，经验传承的断层与技术

鸿沟成为横亘其间的难题，而像陶哲这样

的“新农人”正成为破局的关键力量。

韩海彪认为，“新农人”不仅肩负起守

护与传承传统种植经验的使命，更借助自

身优势，通过数字化赋能，将这些宝贵智慧

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的农业解决方案，为

农业现代化注入了新活力。

两代人的接力与传承

在老农人眼里，陶哲是个“闷声干大

事”的人。

作为农场里的新鲜血液，陶哲的加入

也悄然改变着农机队的工作方式。

“我们这些老农机手经常聚在一起讨

论新技术，都想跟上时代的步伐。”李长庚

说。陶哲总会主动帮忙，成为他们与新技术

之间的“桥梁”。

起初，陶哲身边的朋友对农业存在偏

见，认为种田仍是传统的体力劳动，时常调

侃道：“混不好就只能回家种田。”但在陶哲

看来，现代农业早已脱胎换骨，不再依赖

“体力活”，而逐渐向技术驱动、充满挑战的

“脑力活”转变。

当昔日同窗抱怨“就业难、压力大”

时，陶哲在农业领域不仅持续学习新兴

技术知识，心态也变得平和了许多。“我

不后悔从事农业，而且我觉得年轻人干

这一行没什么丢人的。现在，朋友们看到

我自如地操控智能农机，不仅觉得新奇，

还很羡慕。”

在胡丹看来，00 后成为“新农人”一

点不意外，因为“农业是一片大有可为的

天地”。

2007年，25岁的胡丹从江汉大学毕业

后，在乡亲们的质疑声中回到家乡种田。现

在的她，执掌着两万多亩农田，带动了千名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成为省、市、区三级

人大代表。

胡丹介绍，目前公司共有 68 名员工，

其中有 5 名是 90 后和 00 后大学生。“年轻

人拥有创新思维和适应能力，能快速应用

数字技术，对他们来说，拿着遥控器操纵无

人机、拖拉机、收割机，就像在手机上玩游

戏一样简单。”

她坚信，智能农机将吸引更多年轻人

投身智慧农业。

今年 23 岁的陶畅是武汉文理学院计

算机专业毕业生，两年前他加入武汉永旺

智慧农场，主要负责智能农机操作及数字

管理平台的运维工作。

陶畅说，农场经常鼓励他们参加农

业农村局、科技局等部门举办的各类学

习交流活动。他不仅实现了“干中学、

学中干”的良性循环，还惊喜地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和他一样的同龄人正在

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光发热。

陶哲对自己目前的

工作和生活很满意，他计

划在智慧农业领域继续

深耕，到技能大赛中寻找

新赛道，争取当一个出彩

的“新农人”。

神 气 ！00 后 小 伙 子 用 无 人 机 种 地

中国铁路太原
局集团有限公司大
同站团委持续引领
团员青年胸怀“国
之大者”，展现责任
担当，始终把确保
安全生产摆在第一
位，深推青春建功
行动，扎实举办青
年职业技能竞赛、

“青创杯”创新创效
攻关大赛，以及“金点子”征集赛、“三
无”争霸赛等，提升青年岗位技能，激发
青年创新潜能，持续挖潜提效，紧密衔接
装卸挂运排等各环节，确保作业中快送、
快装、快取、快出车，发挥团员青年生力
军和突击队作用，坚决完成电煤运输
各项任务，守护好祖国的“万家灯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这个春天，实体书店有了新的萌芽。

有这样一家连锁书店，更像是一个“图书

馆”——办一张图书借阅卡，店内 99%的

书都能外借，而且，竟然开始盈利了。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进句象

书店。自 2022年元旦第一家书店开业，句

象书店已在深圳、北京、成都、武汉、长

沙、上海、青岛，开了 13家连锁店。每家书

店拥有约 3万种、10万册图书，除了一些

拆了之后不能还原的书，比如立体书、异

形书，99%以上都可以借阅。截至发稿，已

有近 2.8万人办了借阅卡，累计借出图书

超过 55万册。

书店创始人金鑫告诉记者，目前书

店的营收主要来自图书借阅、阅读活动

和阅读指导，图书与文创销售合计只占

约三分之一，“尽管绝大部分是新店，但

已经有两家店开始盈利”。

为什么给书店起名“句象”？金鑫解

释，“句”来自古文的“句读”一词；“象”来

自《道德经》中“大象无形”的表述，是一

种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同时大象是一种

聪慧的群居动物，非常注重家庭生活，以

此类比家长对子女成长的呵护与陪伴。

书店的 Logo是一个句号和逗号，拼成了

一个大象的侧影。

金鑫坦言，句象书店从一开始的目

标群体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读者。“我们

的特色是家庭阅读、亲子共读。每个周

末，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书店，有时候坐

不下还坐在地上。大人和孩子都放下电子

设备，捧着纸质书在读，氛围真的非常好。”

金鑫说，“我们也配备有专业的‘阅读指导

师’，指导孩子每年线下精读 48本、线上泛

读 144本。”

90 后黄语冰是一名 5 岁孩子的妈

妈，家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家附近

逛街时，发现了一家开在商场里的句象

书店。她办理的是年度借阅卡，一次可以借

10 本，她平均每个月来书店两次，一年来

已经借了约 250 本书，种类包括绘本、漫

画、亲子家教、心理励志等。

在黄语冰看来，在书店“借书”是一件

性价比更高的事情：一方面，她之前给孩子

买绘本较多，又贵又占空间，图书借阅更经

济环保，店员还会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偏好

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推荐；另一方面，书店

比图书馆离家更近，而且新书更新更快、品

相更好，“想要借什么书能让店员帮我预

留，服务和体验更好”。

句象书店一般选址在大型商业综合体

内。例如武汉经开永旺店，面积只占商场不

到 1%，但吸引客流比例达 6%以上，一年进

店读者约 60 万人次。商场为书店带来读

者，书店也为商场留住客流。

今年 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全

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提到，

“全民阅读促进工作遵循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社会力量是全

民阅读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而实体书店的经营模式也在进入下一个

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卖书，第二个阶段

是卖咖啡卖文创，那么第三个阶段回归以书

为核心，只是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仍是山”，

卖的是“阅读”。在句象书店的案例中，阅读主

要包含荐书借书服务和阅读活动。

除了借书服务，阅读活动是句象书店

的另一个“核心竞争力”。仅 2024 年，书店

就举办了 635 场文化阅读活动，包括图书

分享会、家庭教育主题讲座、儿童剧、手工

体验、职业体验……吸引近 2万人次参与。

单个书店策划费时费力，句象书店借

助“连锁”的优势，采用的是“中央厨房”分

发“活动包”的形式——每家书店可以因地

制宜选择“菜单”中的活动，总部把活动所

需物料、执行手册发送到各个书店。

85 后刘娜从社交媒体上第一次知道

句象书店，后来在离家最近的北京丰台银

座店办理了图书借阅卡。她回忆，吸引她

“办卡”的原因有 3个：一是图书种类多，二

是会员活动多，三是书店氛围好、店员服务

好。“银座店经常举办图书分享会，所有的

活动我可能参加了一大半，具体次数已经

记不清了。我带着孩子来感受读书的氛围，

也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黄语冰喝过书店的咖啡，也买过书签、

毛绒玩具、拼图等文创产品，还使用过付费

自习室。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在“二月二龙

抬头”那天举办的绘本故事会，“老师讲解

了‘龙抬头’的民俗知识，带领小朋友和家

长一起制作手工纸杯龙。小朋友不仅收获

了知识，还锻炼了动手能力”。黄语冰希望，

书店将来能多举办一些适合成年人单独参

加的活动，进一步提高借阅卡的利用率。

金鑫说，句象书店要建的是一个复合式

的文化阅读空间——共享阅读+文化空间+阅
读服务。比如，书店里有阅览室、自习室、剧场

等主题空间，孩子们可以在剧场游戏，家长可

以在自习室办公，在亲子专区“小象馆”里，大

人小孩一起分享阅读的乐趣。“这些空间设

计弥补了家庭场景中‘书香氛围’的不足，也

通过个性化服务让书本真正触手可及。”

金鑫有计划也有信心，句象书店在一

个城市开设“中心店”后，将围绕其开设面

积较小的“卫星店”，然后积极与政府合作

开设社区图书馆，或者为企业建设书吧，

组建起可以便捷服务更多家庭和读者的

阅读网络。“未来 5年内，

在全国主要城市开设超

过 100家书店。”

实体书店在全民阅

读的浪潮下，或许正在步

入下一个春天。

开一家“图书馆”，实体书店的下一个春天来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我哥这辈子不能没人

管。父母过世后，就一直是我

在照顾！”今年 4月，在江苏省

苏州太仓市浮桥镇新邵村，严

国明正向来家里看望他哥哥

的青年村干部顾玲燕介绍。

房间里，茶几、木凳等陈

设简单，被严国明收拾得一尘

不染。顾玲燕知道，这位头发

花白的老人十分在意哥哥严

月明的生活环境。

顾玲燕与严国明结识，

起因是严月明从小患有小儿

麻痹，近几年已瘫痪在床，是

村里的重点关怀对象。

“严月明没有结婚，更没

有孩子。他是谁照顾的呢？”

多年前，顾玲燕带着这样的

疑问走进严月明的家。她发

现，这个瘫痪在床的老人的

弟弟、弟媳一直在默默陪伴、

照顾着他。

从那时起，顾玲燕时常

与村里的年轻人来这对兄

弟家做客，同他们聊天，帮他

们干干菜园里的农活。“严国

明 30 多年照顾哥哥的事迹，

也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

人。”顾玲燕工作在农村，家

住在市区。受严国明的影响，她回家看望父

母的频率都提高不少，“亲情最可贵！”

顾玲燕发现，在严国明的床头，有一个

闹钟。每天早晨 5 点半，这个闹钟一响，严

国明便立即起床，帮哥哥擦洗身体、喂饭、

换尿布。

开始严月明由父亲照顾。1988 年，老

人去世，严国明就“接过接力棒”。最开始，

严国明一家住着茅草房子。那时的哥哥靠

着一根拐杖，生活勉强能够自理。

“每天把饭给哥哥做好，我就出去干活

了。”彼时，生活虽然艰难，但他却从没想过

放弃哥哥。父亲临终的嘱托“照顾好你哥，

家里指望着你呢”，他经常会想起，也深知

自己夫妇二人已经成了哥哥唯一的依靠。

村里人都知道他妻子殷琴芳很不容

易。20 岁嫁进来，严国明的一句话让她动

了心：“我哥这辈子不能没人管，只要自己

有一口吃的，就不会忘了哥哥。”

严国明白天去镇上的工厂打工，殷琴

芳则在家织布、种地，抽空给哥哥洗衣服。

晚上收工后，两人还要给哥哥按摩双腿，防

止肌肉萎缩。村里人劝他们：“送养老院吧，

你们还年轻。”严国明却拒绝了。

2021 年，命运再次冲击这个家庭。65
岁的严国明突发脑梗，说话含糊不清。祸不

单行，哥哥严月明因病情加重彻底卧床，大

小便失禁，连吞咽都成问题。

面对双重打击，严国明依旧坚持和妻

子轮流照顾哥哥。行动比以前迟缓，他就提

前半小时起床；说话不清楚，他就凑到哥哥

耳边，一遍遍地耐心重复。在儿子的帮助下，

严国明给自己定起闹钟，早上 5点半换尿布、

上午 9点再换一次、下午两点按摩……

“闹钟就是我的眼睛。”他摸着闹钟说。

“这是女儿买的，她说透气性很好。”严

国明掏出一包尿布，标签上印着“抗菌防

漏”。自己的儿女成了这个家的新支柱：儿

子定期购买降压药和营养品，女儿每隔一

段时间来打扫卫生。每逢周末，屋子里便充

满了欢声笑语。

一次，孙女问他：“爷爷，你为什么总给

大爷爷擦手呀？”

严国明回答：“因为他是爷爷的哥哥，

就像你的另一个爷爷。”说到这里，老人的

眼眶有些湿润。在旁人眼中，严国明的生活

只有苦累。但若用心感受，苦涩中藏着无数

温暖的细节。

比如藏在闹钟里的浪漫：每天下午严

国明给哥哥定的“下午茶闹钟”都会响起。

那时他会端来温热的水，哥哥可以用吸管

自己喝。

这么多年下来，生活越变越好。他们从

茅草房搬进了两层小楼的新房。新房落成

的那一天，严国明推着哥哥的轮椅，在院子

里转了整整 3圈。“他说想看看新房子的瓦

片有多亮。”

采访即将结束时，严国明正在给哥哥

换尿布。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老人干枯的手

上，那双手微微颤动，像是要抓住什么。几

个月前，严月明的身体情况恶化，已不再能

用语言交流。但他依旧望着弟弟，通过眼神

交流情感。

在当地村民看来，严国明用布满皱纹

的双手托起的，不仅是兄长的余生，更是中

华文明千年未断的伦理之光。

如今，政府的长护险政策与民间自发

的互助温情交织成网：在顾玲燕等村干部

的帮助下，严国明一家也申请各项补贴，享

受介助、长护险、适老化改造等各项服务。

考虑到老两口年龄越来越大，当地政府安

排护工每天上门免费服务 3 小时，与严国

明夫妇一起为严月明洗脸、按摩。

去年，严国明荣获“太仓好人”荣誉称

号。这份镌刻在岁月里的手足深情，已悄然

在更多年轻人心底播下孝悌的种子。春夏

之间，新邵村院落中的树木不断冒出嫩芽，

严家屋檐下的亲情灯火，希望能照亮更多

孤独的生命。

﹃
闹
钟
就
是
我
的
眼
睛
﹄

中国铁路太原
局集团有限公司侯
马北机务段团委精
心打造“青春同行
缘聚侯机”服务品
牌。统筹“彭真故
居”“石桥堡红色教
育基地”等红色教
育资源，开展“青春
心向党 奋进新征
程”主题团日活动，

带领青年职工学习革命先辈的事迹，
坚定理想信念；组织“立足岗位践初
心 青春奋斗展作为”主题演讲，开展
青年骨干覆盖式宣讲，讲好侯机故事、
传承大秦精神、弘扬铁路文化；积极开
展青年创新创效活动，给青年职工搭
建发挥自身创新优势的平台；聚焦异
地青年婚恋难的问题，大力举办“激扬
青春 缘在太铁”青年交友联谊活动，
和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
结对关系。未来，我们将持续致力于联
系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密切关
注青年职工需求，构建起更加完善、更
有利于青年成长发展的服务体系。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

团有限公司大同站

团委书记 田乐平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

有限公司侯马北机务

段团委书记 吴 松

1000多个日夜的淬炼，让人眼花缭乱的智慧农机被陶哲一一驯服，而脚下的土地也在无声记录着他的“拔节生长”。 受访者供图

句象书店和这里举办的科学教育类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