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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几名年轻乡村干部组建的《长乐振兴纪实录》摄制团队抓拍的村民影像。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实习生 江 畅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还要回来当农

民，没出息。”尽管过去了 10多年，农二

代何溢钧依然记得当时乡亲们的不解和家

人的埋怨。如今，他成长为广西产业技术

研究院（以下简称“广西产研院”）人工

智能与大数据应用研究所综合业务及科技

创新管理部部长，探索用 AI机器人改写

广西果园的劳作方式。曾经笑他的人终于

明白：这个“不务正业”的后生，正在用

科技掀起一场田间变革。

出生于 1989 年的何溢钧从小在农村

长大，对农村有深厚的情感。 2014 年，

他从华中农业大学农业推广专业硕士毕业

后回到广西，成为一名田野里的信息化调

研员。此后近 10 年，他投身广西的农业

信息化、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

域，几乎跑遍全区 14 个地市，主持或参

与了 10余项省市级重点项目。

“我们目前在南宁研发一个‘面向火

龙果和柑橘种植园的农业物流与监测机器

人研发及应用示范’项目，通过人工智

能，实现火龙果、沃柑等果园的水果智能

搬运。”何溢钧说。

在调研时，何溢钧发现火龙果、沃柑

等果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水果搬运。果

农辛辛苦苦将水果采摘完后，要花费大量

的时间和人力，把水果从果园里肩挑背扛

搬运到路边，身体劳累而且效率低下。

“我们和长三角国创中心的专家合

作，准备设计一个搬运机器人，能听懂

语音指令、在复杂的田野环境负重行

驶，自动寻路到果农摘果的位置，驮上

水果后，自动送达指定的中转点，再返

回果农的位置。”何溢钧说，要让人工智

能学会应对复杂的土地环境，需要采集

大量的实地数据，为此，他下了许多趟

乡，跑了许多个果园，真正地“把论文写

在了田间地头”。

何溢钧估算，一个 500亩的火龙果果

园，假设 10 人一天采摘 2 万斤，用 50 斤

容量的筐装好，需要搬运 400趟，每人至

少要花费 1个小时来搬运，但如果有了运

输机器人，只需要两台机器，就能省下搬

运的人工和时间，让果农专心于采摘，提

高生产效率。

“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有巨大

的市场需求。”何溢钧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公布的数

据显示，2024年广西园林水果面积 2118.73
万亩，总产量 3393.96 万吨，约占全国的

1/7，连续 7 年排名全国第一。 2023 年，

广西全区蔬菜播种面积 2557.45 万亩，位

居全国第二。广西是国内名副其实的“糖

罐子”“果盘子”“菜篮子”。何溢钧不

仅梦想用 AI 技术赋能广西的农业产业，

还打算将其研发的技术和硬件输出到东盟

市场。

如今冲锋在广西科技兴农前线的何溢

钧，曾一度因为兴农梦想被质疑。但现

在，一批又一批高学历青年返乡兴农，一

种又一种新技术服务于农业，广西的农业

产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也让何溢钧更加坚

定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比如病虫害防治。10多年前我们下

乡调研，农民大多用的是老年机，打什么

药、怎样打药，基本只能靠口口相传。如

今，随着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的普及，越

来越多的农民学会了新的获取知识的手

段。比如我爸就已经学会了使用豆包

（AI 模型），他会问‘豆包’黄叶病怎么

治、气象灾害怎么预防。”何溢钧说。

作为“广西智数创新青年先锋队”领衔

人，何溢钧不仅关注农业，还聚焦广西机械

制造、港口码头、有色金属、糖业等面向东

盟的垂直领域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研发，

让人工智能赋能多个领域。比如针对物

流、工厂等场景，他带领团队研发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物联网低代码开发平台，

实现各类不同协议设备快速接入，降低数

据采集成本。相关技术已在物流园区管

理、能耗在线监测、高速公路智慧碾压等

领域试点应用。

人工智能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作

为广西产研院团委书记，何溢钧经常勉励

自己和同辈青年科研工作者要发扬“十年

磨一剑”“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产业

升级的主战场勇挑重担，努力为人工智能

时代广西不缺席、不落后贡献青春才智。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躺平和得过

且过是做不出东西的。

青年们应当冲在前面，

投入更多力量去攻克一

些难题，推动人工智能

的成果落地转化，最

终惠及老百姓。”

AI赋能农业，这个农二代“放大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这是一群不随波
逐流的年轻人。

几个 90 后村镇
干部拍摄的纪录片构
筑了一种这个社会稀
缺的劳动审美。

拍视频，他们不
用炫目的运镜，没有
网 络 流 行 的 “ 热
梗”、瞬间点燃多巴
胺的“bgm”，配的
是清清爽爽的村言村
语；他们的镜头里没
有官员、企业家、学
者、舞台、大楼，聚
焦的是平凡村民的

“不平凡”。记录乡村
振兴，他们没有宏大
叙事、工作汇报式的
总结，有的是一个个
像他们的访谈对象一
样朴素的镜头里，老
百姓结合政策用双手
把日子一点点过好的
勤快与踏实，是黝黑
的脸上舒展开来的皱
纹、再苦再累眼底仍
然绽放的光亮。

在“流量为王”
的当下，这群年轻人
不追求点击率，追求
的是倾听、忠实记录
下眼前的这份质朴与
善良的初心。

武陵山下 375 平
方公里的长乐坪不
大，这群年轻人在这
里一点点安放、滋养
自己的心。

千丈岩边，劳作
一生的老农在废纸上
练书法，给轮椅上的
老伴包饺子、煮饺子之余，为她在霜
鬓间别上一朵盛放的野花，这群 90
后看见了爱情的“张力”，和伴有泥
土气息、不一样的“文艺”。从收废
品、打临工独自供两个女儿读书的中
年父亲身上，他们读懂了何为艰辛
坚韧，读懂了亲情的深沉与温度。
漫山的茶园间，得知“抢春”的茶
农清晨 4 点就起床，他们看到了汗
水浸透衣背的勤劳，世代守护这片土
地的深情。一遍遍剪片子的缝隙里，
他们抚平了自己的急躁，触摸到了内
心的平静。

主创人员周洁说，她常常被眼前
的这些“日常”感动得落泪。任何

“夸张”“虚浮”，在这片风土面前，
都是仓促与潦草。这名“总制片人”
的微信签名是“不要畏首畏尾，去尽
情‘浪费’这一生”。

这群年轻人用选择与作品，诠释
了“不随波逐流，离广阔与诗意更近”。

记者手记

实习生 周梦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层层叠叠的茶垄如大地舒展的掌

纹，山风拂过翠绿的茶园，头戴草帽、

斜挎背包的茶农穿梭其间，双手在茶枝

间翻飞……这是今年春天，在湖北省五

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石桥沟村，几

名 90 后村镇干部摄制的小型纪录片 《抢

春》里的一幕。

地处五峰县中部的长乐坪镇，多深沟

峡谷，山大人稀。怎样用时下流行的短视

频定格这里的风土人情，让乡村普通民众

的“不平凡”翻越大山、绽放在更多网友

面前，成了这两年来，这群年轻人工作之

余共同思考的事。

他们用一部手机、一部无人机，尝试

自拍自剪系列纪实视频，取名 《长乐振兴

纪实录》。

“采摘一斤茶，需要茶农弯腰万次，

一杯好茶，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无

数茶农的辛苦付出。如果你喝到一杯五峰

茶，那是茶农起早贪黑的坚持，是烈日下

汗水浸透衣背的勤劳，更是世代守护这片

土地的深情。”在第七期视频 《抢春》

中，“总制片人”、长乐坪镇乡村振兴办公

室工作人员周洁在旁白里念道。

“聚焦小人物，讲述不平凡”

“聚焦小人物，讲述不平凡，长乐坪振

兴办与您分享振兴路上那些暖心的小事。”

这是每一期《长乐振兴纪实录》的引言。

画面里，常年骑着摩托车穿行武陵山

间、上门问诊的 95 后女村医，千丈岩边

相濡以沫、伉俪情深、热心快肠的老两

口，照顾残疾哥哥、地里刨食之余尝试种

种营生的农家汉子……视频每期时长三五

分钟，没有复杂的运镜、华丽的辞藻，镜

头对准的都是些乡村“小人物”。

摄制核心团队共 4人，骨干周洁做过

大学生村官，后到长乐坪镇政府工作。负

责访谈的张小芳在镇党政办任职；孙浩、

周念杰协助拍摄、剪辑，他俩是所在村的

乡村振兴专干。

平日里，这群年轻人常跟村民打交

道，“他们的一些平凡之举背后，藏着勤

劳质朴、乐观坚韧，触人心底的善良，这

是稀缺的品质。”周洁说，“视频取名‘长

乐振兴纪实录’，是因为我们扎根在长乐

坪镇，想如实记录这里努力把日子过好的

老百姓”。

张小芳有类似感受：“在时代的浪潮

里，他们微小但有自己的光亮，只是很少

被人注意。”

从 2023年 6月起，这群年轻人围绕村

民们的生产、生活，着手拍摄短视频，边

拍边摸索。

他们定下“选角”原则：首先人物故事

要真实、能打动自己；展现手法要小切口；

拍摄过程中尽量不打扰村民生产生活。

第一期视频 《父爱无言》里，皮肤黝

黑的中年男人吕长军正在整理收来的废

品，他一边往编织袋里装废旧易拉罐，一

边说着家里的事。

吕长军妻子患病离世，长期的医疗开

销让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两个女儿上学，

此前，他家被纳入低保。

吕长军独自抚养孩子，他打多份临

工，收废品、中药材，发展养殖，“赚得

到钱的样样都去搞”。2023年，吕长军靠自

己拿掉了低保户的帽子。不久前，大女儿从

一所“985”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

“无论逆境顺境，他都笑对生活。他

坚信勤劳致富是唯一出路；他热心公益，

感恩社会，用自己的言行为女儿们树起了

最生动的榜样。”视频末尾，周洁配了这

样一段旁白。

“我们希望把这样带着泥土气息的触

动，传递给更多人。”周洁说。

拍摄期间，团队也会碰到一些“有意

思的事”。

拍 《抢春》时，镇里分管干部也跟着

到了现场。正逢春茶开园，茶农们都在摘

茶，这名男干部担心拍摄耽误茶农赶工，

就在旁边默默帮茶农摘了一斤茶。

近一年来，他们陆续发布了 《土豆销

售路上的干群情深》《振兴路上兄弟情》

《振兴基层纪实》《千丈岩边耄耋情》《95
后“摩托村医”》《抢春》等。

真实是唯一脚本

“不要夸张、不要虚浮、不要做作”，

这群年轻人常常相互提醒。他们认为，

“纪实”就应该是用近乎白描的方式，记

录老百姓的真实影像。

周洁坦言：“我们考虑过写脚本，但

发现视频容易‘假模假样’。必须到现场

与村民聊天，自然地拍摄记录。看到一时

判断不了的场景就直接拍下，回来后再想

办法把有价值的画面串联起来。”

但完全天马行空、毫无构思也行不

通。在从各村收集线索、团队召开会议确

定拍摄人选后，他们聚在一起，分析人物

亮点，列出想问的问题，商量怎样“用老

百姓的话与村民拉家常”。

拍摄时，团队会尽量在轻松的氛围中

让村民呈现自然状态，鼓励他们交流时就

用“平常的话语”。受访的村民都讲方

言，团队保留了原声。

张小芳说：“我们是平凡的记录者，用

真实的镜头记录这份温暖，就足够了。”

第二期视频 《土豆销售路上的干群情

深》记录了大学生村官帮助村民卖土豆的

故事。正值土豆丰收季，团队跟着村民一

起下田、装车，全程用手机抓拍真实场

景。山路泥泞车辆打滑，村民们自发协力推

车。视频将这些画面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无一字说“情深”，无处不是“情深”。

为了让镜头保持生动、接地气，拍摄

团队放弃了专业设备。

“单反相机有点扎眼，容易让村民紧

张；手机随时能拍，反而更自然。”孙浩

介绍，偶尔用到的一台无人机，是他自己

平时玩航拍的基础款，“我们觉得不用跟

别人比拍摄、剪辑技术，真实的情感比特

效更有力量”。

这些视频也因此散发出泥土芬芳，冒

着腾腾的烟火气。

“咩咩咩——”在 《抢春》 中，一只

憨态可掬的小羊偶然闯入镜头。“那是我

们在拍摄返程路上遇到的，就剪辑了进

去。”周念杰说，“没想到不少网友点名小

羊认为可爱，觉得这就是乡村的样子。”

在“流量为王”的当下，以噱头抓人

眼球、浮躁喧嚣的短视频层出不穷，但这

支团队的拍摄与剪辑和他们的拍摄对象一

样“朴素”。周洁说：“透过镜头看村民，

应该是平视的角度，不是俯视、仰视。”

在拍摄视频前，团队会提前与村民沟通。

“为啥要拍我？”这是拍摄前，村民们

问得最多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己“很平

凡”，对于自己也能上“官方视频”感到

不可思议。

有的村民则会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身上的衣服蛮脏，脸也不干净，头没洗，

都是灰，不好。”每当这时，周洁感到心头

一酸，然后告诉对方：“没啥不好，一点不

丑，劳动就是最光荣、最美的。”

一番沟通后，团队发现，村民们大多

还是挺乐意被拍、被记录的；每次剪辑完

给他们看成片，他们也都是掩不住好奇与

开心。

“只要是勤劳的人，我认为都很好。”

周洁觉得，村民们平日里的打扮、沾着尘

土的样貌反而有种不加修饰的美感。

看见乡村，也看见自己

随着 《长乐振兴纪实录》的陆续发布

和传播，武陵山脉脚下的这个乡镇逐渐走

进了更多人的视野。那些默默无闻的村民

和他们的故事，开始被更多人看到。

在 《振兴路上兄弟情》 这期视频里，

苏家河村村民刘飞近 30 年如一日照顾残

疾哥哥，在一衣一饭间诠释兄弟情深。刘

飞勤快，种蔬菜、养蜂、种中药材、培育

盆景，尝试了好些谋生的路子。

镜头里，他一如往常给哥哥洗脸；下

地刨土豆，拾掇盆景。哥哥迈着歪歪扭扭

的步子陪在身边。刘飞边忙活边笑着说：

“我搞事那就是要快点搞完，才放心休

息。”他还打趣道，哥哥心思比较敏感，

从小到大兄弟俩没少吵架，但他“肯定要

把哥哥一直带在身边，不照顾好不行”。

一些网友被刘飞的情义打动，给摄制

组发来私信，想购买他家的蜂蜜。

“系列视频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镇里农

产品的销售，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张小

芳说，对伙伴们来说，这是意外的惊喜。

出现在画面里的古银杏树，引来一些

游客观赏打卡；《土豆销售路上的干群情

深》发布后，有网友想要帮助山里的老百

姓销售土豆；《千丈岩边耄耋情》 发布

后，不少网友想要购买主人公张爷爷的木

盆手作。

最近一期的 《抢春》，既推介了五峰

春茶，还让大众看见了茶农们骨子里的脚

踏实地、勤劳向上。

在摄制视频的过程中，这群年轻人有

自己的收获。

周洁渐渐懂得在慢工出细活中寻找内

心的平静：“可能因为剪片子要花费太长

的业余时间，加上一遍遍打磨，所以我现

在心态比以往好，慢一点不要紧，只要视

频一期期有进步，就很好了。”

村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坚韧，激励着他

们在自己的路上努力前行。几名小伙伴总忘

不了，“视频里收废品的爸爸，当说起大女儿

在南开大学读书时，他眼里真的有光”。

在记录他人故事的同时，他们自己也

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拍摄 《千丈岩边耄耋情》时，得知张

祥培爷爷和老伴邓春治奶奶都 80多岁了，

正儿八经的合影没几张，这群年轻人专门

拍了照片，冲洗出来送到张爷爷家中。

看着张爷爷和邓奶奶的笑容，团队知

道，一期作品才真正“闭环”。

“我们的目标不是点击率、流量。倾

听和真实地记录，才是我们的初心。在灿

烂的春夏，做具体的事，在基层的终端，

让幸福具象化。”周洁说。

现在，长乐坪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6.8万亩，综合产值超 3.8亿元，带动农户

4800户。农家乐和民宿共 216家，有 9000
余人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年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长乐坪的老

百姓用汗水播种的希望田野，也是基层干

部用鞋底丈量出的振兴答卷。”这支年轻

的团队想要持续做好忠实记录。

他们希望，能吸引更多伙伴，一起将

大山里的视频拍摄得更动人，将这乡村里

的光亮传得更远。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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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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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溢钧向果农展示机器人模型。 江 畅/摄 何溢钧捶打果园泥土，测试其松软度。 江 畅/摄

在基层的终端，做具体的事，让幸福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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