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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安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大片青黄色油菜田中，安徽农业大学

工学院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研究生李雪晴

正使用桁架扫描式农田信息采集平台，对

油菜田进行自动化数据采集。机器底部的

小方块里，集成了摄像机、多光谱、激光

雷达、北斗导航系统等多个“黑科技”装

备。只见她一边控制机器在油菜田上空滑

动监测，一边捏开身旁的一株油菜，观察

包裹在其中的角果 （即油菜的果实） 生长

状态。

“田间种植的是冬季油菜，这两天正

值收获期，我们天一亮就来田里采集数

据。”5月 14日上午 10点的阳光下，李雪

晴身穿黑色防晒衣，头戴灰色宽边遮阳

帽，但依然额角冒汗，身旁的小伙伴们也

都全副武装，捧着电脑同步进行信息采

集。几个年轻人的身影在这片油菜田中格

外显眼。

这一幕发生在位于安徽省明光市石

坝镇安徽农业大学皖东综合试验站，学

生们在站内与农业机械作伴、辛勤劳

动。 2023 年起，安徽农业大学工学院建

立常态化劳动育人机制，每周安排学生参

与校内“匠心园”的拔草、修剪、清扫等

环境维护工作，同时鼓励他们奔向田间大

课堂，在研究农业装备和科技的过程中接

受劳动教育。

2015 年以来，安徽农业大学陆续在

滁州明光、合肥庐江、阜阳临泉、六安

金寨等地建立了八大农业综合试验站，

引导学生走进乡土中国的田间地头，俯

身丈量土地。

清晨田里的空气是“香甜的”

从最初的系统研发到目前的数据采

集以及后续的数据处理，李雪晴等人均

全程参与，对大田作物全生命周期进行

监测，为作物管理以及品种选育提供数

据支撑。

“我们在劳动中研发桁架式大田作物

信息采集平台，目的是节约人力成本，提

高选种效率。”李雪晴介绍，试验站有大

约 2 亩冬季油菜选种试验田，140 多个油

菜品种，每种都需分开采集、测算。如果

仅依靠人工，将非常耗时耗力，而智能系

统可以依据作物经纬度自动移动点位并拍

摄，实现精准、高效的信息采集。

工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

业大四学生刘雨杰近期在皖东综合试验

站参与田间劳动。烈日之下，他和小组

3名小伙伴在玉米地里，戴着草帽，遥控

着一台长约 4 米、宽约 2.5 米的四轮智能

车反复测试。这是他们基于无人驾驶农机

正在打造的最新成果——无人驾驶精准穴

施肥系统。

别看这个大家伙略显“笨重”，却能

通过智能算法精准定位到玉米根茎位置，

实现定点定量施肥。刘雨杰的老师杨洋教

授介绍，传统玉米施肥时，人们需背着药

箱或驾驶机械沿玉米行多次往返，将肥料

尽可能均匀地撒播在每列苗株旁，不仅耗

时耗力，还常因撒播不均造成肥料浪费。

而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在大幅节约人力

成本、提升效率的同时，更能将肥料精准

送达根系附近，实现减施增效。

下地之前，刘雨杰认为农机的无人驾

驶与汽车的无人驾驶没什么两样，都是 4
个轮子在路上跑。但他实操之后发现，田

间道路与城市道路区别很大，“田间道路

崎岖不平，即使作物是非常整齐地成行种

植，在生长过程中也会发生位移”。这要

求学生们根据田间环境研发相关算法，并

对机器不断进行细节上的调试。

工学院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研究

生汪苗对去年夏天采集水稻数据的劳动场

景印象深刻：“平均每两天下田一次，每

次都是清晨 6点穿好胶鞋，每次采集 7个
品种，每个品种各拍摄 30 张图片。一不

小心就会陷入和绊倒在泥水里，经常弄得

一身泥。”她不断弯腰、蹲起，在水稻田

拍摄采集水稻的分蘖数据，为田间管理提

供决策依据。

但她仍钟情于农业，她说，清晨田里

的空气是“香甜的”，和教室里的氛围完

全不同。

走向田间建立“农工结合”思维

连日来，工学院电子信息专业研究生

李晨正在试验站尝试食用菌培育。菌种培

养的关键步骤是制作培养菌袋，需严格称

重并配比石灰、白糖、棉籽壳、木屑等成分。

将菌种种植进培养菌袋后，还需精准控制

温湿度，测试不同光强、不同波段对菌丝生

长的影响。“这项劳动必须格外细致，反复

核对，配比绝不能出错。”李晨说。

“很累，皮肤也晒黑了不少。”这些天，

刘雨杰平均每天在田间工作 12个小时。但

他坦言，尽管劳动辛苦，却深感自豪与责

任。“我国许多作物的机械化程度已经较

高，但智能化率还有待提高。这是一片广阔

且艰巨的领域，需要涉农高校的工科学子

投身其中。”从大一入学起，他就参与校内

打扫卫生、擦洗农机装备等劳动，在一次次

身体力行中建立起劳动意识与责任感。

李雪晴也坦言，作为一名工科生，农业

思维的培养对她而言颇具挑战。“农业是动

态的，是有生命的。同一株水稻，在不同地

块长势不同；不同水稻在同一地块生长状

态也有差异。”她表示，初接触农业时，习惯

用工科静止、机械的思维来理解问题，常出

现偏差。如今，她正学习将工业技术与农业

思维结合，来解决农业的实际问题。

安徽农业大学皖东综合试验站站长刘

路观察到，学习课本内容和亲身参与农业

劳动，带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当工

科学生经历完整的农业生产流程，就能实

现工科思维与农业场景、农业思维的有机

融合，进而反哺农机装备升级，让劳动的

价值更加有血有肉。”

他以皖东综合试验站正培育的油菜智

能化选种项目举例，“工学院的学生运用

学习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传感器、装备

等技术知识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农学相

关专业学生则搭档提供农艺专业知识，这

正是农机、农艺、农业信息相融合的劳动

场景，实现工作效率的最优化，正是智慧

农业的发展方向”。

他介绍，在试验站，劳动实践分为 3
种模式。一是研学式的认知教育，通过专

家或驻站老师系统讲解农业知识、展示农

机装备、分析机械化与信息化需求，让学

生在“眼见为实”中建立“农工结合”思

维；二是短期驻站实践，组织学生利用集

中时段参与特定农业环节 （如近期开展的

品种考察工作），深化学生对农业中某单

一技术环节的实操认知；三是“一年理论

知识学习+两年驻站科研”的驻站研究生

培养，实现科研与生产的深度融合，进而

升级农业产业，服务乡村振兴。

工学院劳动教育负责老师孙亮亮介

绍，为解决过往劳动活动单一性、零散

式、缺乏持续性的难题，学院构建起“阶

梯式”劳动模式。其中，在学生入学

后，引导他们在校内养成劳动意识、劳

动习惯；当学生进入高年级以及研究生

阶段，学院组织他们深入校外试验站，

将新工科理念与农业实践相结合，通过

“院站协同”，在真实的农业生产中提升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实现技术突破与劳动

价值观培育。

刘路说，起初下田时，学生们都不太

适应，如今明显能看到大家思想上的转

变，他们开始理解农业，用心对待农业，

主动投身农业。他记得一名学生在田间晒

得黝黑，却感慨：“自己在倾听麦苗生长

的声音，这一刻，科学的严谨与对土地的

热爱融为一体。”

文化浸润劳动

在劳动体系构建中，安徽农业大学工

学院积极探索文化与劳动深度融合的路

径。学院党委副书记张璐认为，劳动教育不

仅是田间地头的实践，更需文化浸润与思

想赋能。2024 年起，学院推出轻量化思政

品牌“文化午餐会”，每周午餐时段，辅导员

与 3-5名学生组成“文化饭搭子”，围绕青

年文化热点展开轻松讨论。这打破了传统

讲座的单向输出，至今已开展近百场。

在近期的“文化午餐会”上，2022级农

业水利工程专业本科生汪世卓分享了故宫

博物院打造的“数字多宝阁”，使用 AR
技术让文物在手机里“活过来”。她敏锐

地将这一文化现象与自己的专业知识相结

合，计划运用 PCAS软件和数字图像处理

技术，探究矿物颗粒裂隙情况。她展望，该

方法可以迁移至农业水土工程领域，通

过分析土壤的颗粒性质，为水利工程中

的渗流分析与土壤水运动研究提供支撑。

2024 级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本科生徐书辉也在“文化午餐会”的思想

碰撞中找到了创新方向。他课余通过系统

性自主学习掌握一些数字化设计工具与智

能算法技术，致力于将所学技能应用于智

能农机装备领域，以技术创新推动现代农

业转型升级。

文化与劳动的融合也延伸至美育层

面。日前，工学院 2024 级土木工程专业

学生崔顺昌创作的折纸作品“一品红花

球”，将建筑力学与艺术审美巧妙结合。

小小的作品分内外两层：内层由 30 张

绿、白单色彩纸折成小单元后拼接成球

体，外层用 30 张红色长方形彩纸折成立

体单元后包裹成型。最终成型的花球，中

心花瓣立体生动，外围花瓣渐次舒展形成

晕染效果，极具视觉张力。

谈及创作初衷，崔顺昌说，灵感源

于家乡宿州市灵璧县的剪纸、编篮等

传统手工和非遗技艺。“折纸需要体现

对空间和结构的思考，这与工科思维

有相通之处。”他坦言，制作过程耗时

且复杂，要精密计算确定折痕角度、折

叠层数、单元组合方式等参数。“经过

好几个月准备和努力，劳动成果才诞

生，这既考验工科生对

精密结构的把控力，也

在劳动中让传统手工技

艺焕发美学新生，展现

出工科生的独特浪漫。”

这名 00后感慨道。

大学生投身天地间“农工结合”的劳动实践啥样

□ 刘三伟 云柏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5月中的长沙，气温迅速上升，已有蒸

桑拿的感觉。在长沙 110 千伏红环线的一

处接头井内，一支“电博士”青年创新突击

队，正在对地下高压电缆及安装在接头处

的“充取气”组件进行检查。队员们如同

泡在水桶里一般，汗水浸湿了衣服。湖南

历来是 5、6、7 月大雨高温。正是由国网湖

南电力这支青年创新团队自主研制的新技

术——世界首套“充气复合高压电缆成套

装备”成功应用，有力保障了长沙地区重要

供电线路安全。

星星之火：故障抢险的创新灵感
近年来，全球水患、火灾等极端天气频

发，易引发灾害连锁反应，给城市电网安全

运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高压电缆是城市

能源与海上风电输送的“主动脉”，如何应

对极端天气威胁和潜在缺陷，成为城市电

网发展的紧迫课题。

2020 年夏天，湖南某地区 110 千伏电

缆发生本体缓冲层烧蚀引发的击穿故障，

国网湖南电力电缆专业“电博士”青年团队

紧急前往故障现场排查具体原因。

细长的电缆隧道内，环境非常幽暗，团

队成员刘三伟和段肖力在对故障电缆进行

现场切割解体的过程中，隐约听到有气体

流动声。随着切割作业的继续，故障电缆的

金属护套在摩擦作用下，其内部的气体被

引燃产生了火星。

正是这小小的“火星”，让刘三伟和团

队成员猛然意识到，电缆内部的缓冲层结

构具有特殊的型式，其内部存在一个封闭

的螺旋腔体。由于裂解产气等原因，在缓冲

层空腔中长期存在甲烷、氢气等可燃气体，

电缆发生故障后，这些气体加剧了起火燃

烧风险。

“封闭空腔”“特殊气体”，这些词汇扎

根在了刘三伟及团队成员的脑海里。2021
年，随着国内发生多起缓冲层故障引发起

火的问题，他们联想到变压器抽气检测的

技术思路，如果利用缓冲层内部的“封闭空

腔”，从缓冲层内部抽取气体进行成分分

析，可以研判缓冲层烧蚀缺陷问题。而通过

对电缆缓冲层密闭气腔注入一定压力的惰

性气体，就如同为其穿上了一件“防护服”，

可让电缆防水又防火。

基于这一全新的技术攻关方向，2021
年，国网湖南电力组建“电博士”青年创新

突击队，全力攻关高压电缆线路状态监测

与安全防护技术。

从无到有：潜心研究攻关
核心技术

在实验室面红耳赤地争论，挑灯夜战

攻读相关论文，对技术方案反复奔赴现场

进行验证……都是这支平均年龄 33 岁的

青年创新突击队的日常。突击队涵盖电缆、

材料、化学专业，包括 4名博士和 9名硕士，

核心青年成员占比达到 85%。

历经 1825天潜心攻关、12个版本技术

更迭，这支“电博士”青年创新突击队攻克

了 10余项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世界首套

充气复合高压电缆成套装备。

这套装备搭载了世界首套充气复合电

缆本体、附件及接口组件，可确保 10 米水

深下的电缆不进水，阻燃能力较传统电

缆提升 60%，实现了电缆防水又防火的

周密防卫。同时，装备可以在传统高压电

缆上直接进行升级改造，每公里线路改

造成本约为原线路设备成本的 8%，极大

节约了生产制造费用。而相对于海缆使

用昂贵的铅护套、双层绝缘外护套，该装

置通过充气实现防水功能，将成本压缩至

海缆的一半。

为确保该套装置能够顺利应用，刘三

伟带领团队将该装置的部分组件在长沙袁

洪线、宋洪线等 4回 110千伏线路上进行试

点应用。2024年 10月，在 110千伏红环线，

充气复合高压电缆成套装备顺利落地应

用。110 千伏红环线是长沙雨花区的重要

供电线路，采用充气复合高压电缆后，该段

线路防水和防火的能力有效提升。

从有到优：AI赋能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

位于两米深地下的红环线，在电缆中

间接头位置上，可以看到一块仅有 80平方

厘米大小、两公斤重的传感器。

这块貌不惊人的“小玩意”能够实时监

测气压、温湿度等电缆内部状态。发生电缆

过热、受潮、潜伏性缺陷、外力破坏等风险

时，只需 5 秒钟时间，国网高压电缆精益

管理大数据系统就能收到预警，并结合

AI 分析，做出相关处理，解决了传统电缆

潜伏性缺陷隐蔽性强、附件状态精准感知

难的难题。

“电博士”青年创新突击队还基于电缆

充气的结构，对充气复合高压电缆成套装

备进行智能化优化，实现了电缆线路故障

从被动运维到主动预警的转变。

自今年 3月以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

国网湖南电力累计投入 204 名电力人员，

开展设备保电特巡及监控巡视 1890次、电

缆工井抽水排水作业 130 余次。但在已经

应用了充气复合高压电缆成套装备的红环

线，情况则大不相同。由于该线路已具备自

主防水能力，解决电缆进水受潮难题，通过

电缆传感器智能监控取代传统的人工巡

视、抽水排涝等工作。

据了解，基于该项目展开的研究，

“电博士”青年创新突击队获授权发明

专利 20 项，软件著作权 5 项，发布标准

4 项，项目经鉴定整体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

项 目 研 发 成 果 已 在 湖

南、江苏、广东等 10 余

个 省 份 得 到 推 广 应

用 ，实 现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1.22 亿元。

“电博士”青年创新突击队交出“世界级”答卷

安徽农业大学工学院学子在一线劳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摄

“电博士”青年创新突击队成员在实验室开展项目研究。 马文静/摄 “电博士”青年创新突击队成员刘三伟对高压电缆进行带电检测。 马文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