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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亚蔬十二号’西红柿，是良
田镇引进种植的新品种。昼夜温差大
造就了它独特的口感，吃起来酸甜可
口。”7月 7日，宁夏正农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亚东带着“良田沙地”品
牌系列农产品，在银川市市民大厅广
场参加“我为群众办实事 消费促移民
增收”农副产品集中展示展销活动。
在现场，他还支起直播设备，线上推广

“良田沙地”品牌的果蔬。
2012 年，张亚东从彭阳县搬迁到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和顺新村，两年
后开始种植蔬菜。良田镇良好的沙地
土壤条件让这里的西红柿、吊瓜、葡萄
等农产品口感绝佳。但由于销路、知
名度等原因，这里的优质农产品却卖
不出好价钱。张亚东一边到处找销
路，一边通过微信小程序等探索线上
销售模式。2017年，张亚东注册了“良
田沙地”商标：“因为单一品种的农产
品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波动比较大，
而形成品牌效应的农产品，抗风险能
力比较强，能卖出好价钱。”

随着线上销售兴起，张亚东也开
始尝试采用“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模
式，网上销售农产品。2018年，他成立
了宁夏正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镇
上几位致富带头人一起在集镇商业街
打造了良田镇电商综合服务中心，引
进圆通、申通、韵达等快递入村，不仅
解决了电商配送问题，也便于辖区各
村群众就近就地收发快递。

创建“良田沙地”镇域品牌，打响
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依托电商平台
整合产业资源，为移民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良田镇电商综合服务中心，让移民的农
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走进城市。

“我们的电商平台真正火起来是
2020年。因为疫情，很多人出不了门，
开始大量网购。我们借机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良田沙地’品牌的吊瓜、葡萄、
草莓、葡萄、樱桃、无花果、西红柿等果
蔬。”张亚东告诉记者，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营销模式，打破了销售瓶颈，不仅
打出了品牌知名度，销售价格也很喜
人。张亚东还与银川各社区联系，签
订电商消费扶贫协议，每公斤高于市
场价 0.4元收购农产品，再以每公斤低
于超市价格0.4元进行线上线下销售。

看准直播带货的风口，张亚东进军
直播带货行业。去年，他和直播团队通
过抖音、快手等平台推广销售西夏区兴
泾镇的牛羊肉，线上+线下联动，一年卖
了1.6亿元。今年，他又注册了兴泾镇牛
羊肉品牌“兴泾牛得儿”地域商标，计划
全年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3亿元。

张亚东说，良田镇电商综合服务
中心不仅打出良田镇农产品的品牌效
应，带动了农产品热销，也促进了当地
农业发展。

下一步，张亚东计划在银川市设立
良田镇农产品销售线下旗舰店，把优质
农产品直接从地头拉到店里，打通优质
农产品从田间到城市餐桌最后100米。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广袤的田野，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与希望，为许多有梦想、肯拼搏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
一批“新农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血液。

这些“新农人”，有的擅长网络直播，有的专注种植养殖，有的能玩转各种新科技，他们在乡村实现自我价值，追求职业理想，
带动更多村民向着共同富裕的道路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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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 农人 播撒新希望

“香菇没采摘前不能喷水，每天
下午 4 点前得把成熟的香菇采摘完
毕。”7月 6日，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
镇隆惠村村民马德军一边熟练地操
作着香菇研究生产管控平台，一边向
记者介绍：“科技产品就是好，省了很
多劳动力。这里有 120 栋香菇温棚，
如果单靠人工种植，至少需要三四十
人，但现在我一个人就能看护得过
来，用电脑操作就能完成供水、施肥
等一系列工序。”

2021年 10月，宁夏智博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杨会杰作为科技特派
员，带领技术团队在隆惠村安装了
数字化香菇研究生产管控平台。
隆惠村香菇温棚以前靠人工种植，
效率低，数字化平台的建成运用，
为该村节约人工六成以上，村民只
需打开手机或电脑，香菇的所有生
产指标就能随时管控。“除了省人
工还省水，一个棚能节约 5至 10立方
米水。”马德军说，“香菇种植对温
度湿度要求比较高，浇水过多，香
菇颜色易发黑，畸形菇就比较多；
温度过高，菌丝容易被烧死，产量会
受影响。以前农户自己种植，全靠经
验，管不了那么细，收成时好时坏，

现在施行科学化规范管理，先进科
技设备助力，香菇的产量和质量都
提高了。”

针对当前农业现代化需求，宁夏
智博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开发了智慧
农业大棚自动化技术，并广泛运用于
实际生产。通过自动化控制技术，被

改造过的大棚具备了自动卷帘、通
风、遮阳、水肥一体化、定时补光等多
项功能。公司还初步建成离线智慧
大棚，真正实现农户“足不出户”，便
知大棚情况。

“大武口区星海镇枣香村种植户
胡芳丽承包了 6栋温棚，一年苦到头

只能挣几万元，随着身体每况愈下，
她打起了退堂鼓。我得知情况后去
实地探访，免费给她安装了一套自动
化水肥一体机和自动化卷帘装置。”
杨会杰说，“胡芳丽的生活有了质的
改变，每天只需在手机上动动手指，
就可以自动完成精准灌溉、施肥和升
降卷帘等，她高兴地跟我说，一部手
机能干六七个人的活！”2020年 9月，
尝到高科技甜头的胡芳丽又承包了
20栋温棚。“收入明显增加了，雇工减
少了 80％，保守估算，年收入在 30万
元上下。”杨会杰说，在胡芳丽的示范
带动下，枣香村申请专项资金，新建
了 20栋温棚，全部引进了宁夏智博科
技有限公司智能化管控平台及温棚
设施。

据介绍，目前宁夏智博科技有限
公司已在星海镇枣香村完成离线自
动化系统部署。根据设定的参数进
行自动化控制，病虫害防控等相关
操作已全部由自动化设备代为执
行。当前可自动控制大棚的卷棉
帘、开闭通风口、棚内补光、水肥一
体以及棚内多项数据采集，并可在
集控中心实时查看，实现智慧大棚
的精准控制。

从会种菜到“慧”种菜
本报记者 智 慧 实习生 纪雨田 文/图

7月 9日 9时不到，直播间粉丝数
量徘徊在千人左右，单量略显低迷。
纪成军换了身行头，从公司经理秒变
带货一哥。

面对镜头，挥斥方遒，那是他熟
悉的一方天地。介绍产品、给出优
惠、倒数计时，一番操作下来，粉丝量
陡增，单量攀升至早间段的峰值。纪
成军“功成身退”，对记者说：“做直播
什么最重要？引流！”

5 年前，这个朴实的农家汉子还
在灵武市农贸市场的摊位前，坐等顾
客前来购买牛羊肉，那时的他根本不
懂“话术”“场控”和“氛围”，和“引流”
的世界相隔甚远；短短 5年时间，直播
带货改变了纪成军赖以生存的传统
销售模式，从一名普通的牛羊肉摊贩
转型为优质电商，每年将 8万多只滩
羊通过网络销往全国各地。

转型并非一帆风顺，时代变革
带来的震动，曾差点掀翻了他行商的
小舟。

中学毕业后，纪成军接手了父亲
经营的肉摊，2016 年，当地政府举办
农村电商培训班，纪成军率先报名。

当年 7 月，纪成军的淘宝店蹒跚
起步，连电脑基本操作都不会的他，
自学美图等编辑软件，与网店一起从
零开始。2017年“双十一”，网店单日

销售额超过 40万元，是实体店销售额
的 5倍以上，纪成军满心以为跨入了
互联网销售的春天，谁承想此后的网
店销售一直不见起色，实体店和网络
销售比例一直维持在尴尬的7:3。

果然如同行所言，牛羊肉真的不
适合在线上销售？

2020年，直播带货异军突起。朋
友直播卖袜子，一天销售上万单，这
让从互联网销售中铩羽而归的纪成
军重燃斗志。

总结上一次的网售经验，纪成军
决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利用业余
时间研究网络直播，成宿成宿“泡”

在直播间，学习直播“话术”，并根据
商品特点，总结出一套完整的营销
方法。

练兵百日，终须一搏。当年12月，
纪成军发布了一条分割羊肉的短
视频，短短 15秒，播放量超过 100万。
时机成熟，次日，纪成军走入“直播间”。

说是直播间，不过是手机架在了
摊位前。3 个小时的直播，即使准备
得非常充分，面对镜头，纪成军依然
大脑空白，直播首秀在主播长时间沉
默中黯然谢幕。

尽管如此，纪成军还是从首播2万
多元的销售额中看到了希望。练习、
试错、总结经验，他反复揣摩直播技
巧，一人承担起直播、引流、运营等
全部工作。直播带货近两年，纪成
军的分割羊肉网销平台培养了几
十名直播人才，专业分工越发精
细，3 个团队每天进行 17 个小时不
间断直播，2021 年，直播销量超过
4000万元。

目前，全区直播销售牛羊肉的电
商超百家，很多主播上门“取经”，纪
成军也乐于分享成功经验。下一步，
他计划在灵武市创建直播基地众创
空间，吸引更多的有志村民在互联网
浪潮中劈波斩浪，实现自己的人生
理想。

带货一哥将牛羊“赶”进直播间
本报记者 秦 磊 文/图

“ 土 壤 水 分 13.39、土 壤 温 度
21.75……”7 月 7 日一大早，51 岁的
谭振龙熟练地打开“E生态平台”App，
仔细查看位于吴忠市利通区金积
镇塔弯村麦地里的各项土壤监测数
据后，便打电话调度麦地里的收割
情况。

谭振龙是金积镇有名的农业机
械发明家，可在多年前，他的“发明”
不被家人理解，经过他手的农机被拆
了装、装了拆，有时候农机被拆成零
件组装不起来，成了一堆废铁，村里
人说他“穷折腾”。

2007年，擅长维修农业机械的谭
振龙将一台砖厂推土机的涡流发动
机改造为直喷发动机，减少了机械油
料消耗。这一次小小的技术改动，不
仅让谭振龙接到了很多砖厂老板改
装老式推土机的订单，还让周围的人
对他刮目相看：老谭还真折腾出东西
来了！

“这次技改带来的收益，让我找
准了发展的方向，也坚定了继续研发
农机技术的信心。”谭振龙说。

随着生意日渐红火，谭振龙成立
了吴忠市伊禾农机作业服务有限公
司，并在农机户推举下成立了农机专

业合作社。
2018年，公司在智能农业机械化

服务的基础上打造了农机农艺融合
智慧平台，采取北斗导航、无人驾驶
精准种植、智能水肥一体化、农作物
病虫害飞防等技术，建设了 1600亩的

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智能
精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和 230亩的蔬菜
机械化种植示范基地。通过各种新
技术的应用，示范基地平均每亩增加
效益 8元左右，每亩节约肥料 2公斤、
节省种子使用量超过5%，劳动力用工

成本减少30%以上、节水30%以上。
这些年来，谭振龙发明了枸杞栽

植用开沟机等专利 4项，研究开发了
深松碎土一体机等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形成了远程操作、深松耕种、激
光平地、植保、施肥、收割等一体化的
智能农业机械化服务模式。依靠

“智慧农机”，谭振龙在农田里将小
麦、玉米、蔬菜等间作套种，每种作
物的行宽精确到厘米，每块土地的
复种安排精确到天，还把作物通风
透光、轮作倒茬、病虫害防治等因素
考虑在内，粮食作物每亩增产 10%
左右。

“未来农业智能化水平必然越来
越高。”谭振龙心中有个梦想，他想在
应用农机 360 数据云的基础上，围绕
智慧农业平台建设和北斗等系统的
应用，实现大田物联网测控、遥感监
测、智慧化精准作业，构建“天空地”
一体化物联网测控系统，完成智慧水
肥一体化、精量播种、养分自动管理、
病虫害防控、农情自动监测、精准收
获信息化管理、展示区生产全过程可
溯源。

“科技兴农、科技富农。这条路，
我将继续走下去。”谭振龙说。

能折腾的农机发明家
本报记者 李 锦 实习生 柴玺然 文/图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隆惠村香菇研究生产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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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振龙。

纪成军（左）在直播。

工人正在操作智能清粪系统工人正在操作智能清粪系统。。

乡村好物“飞”进城市餐桌
本报记者 张 涛 文/图

现代“牛倌”养牛轻松无忧
本报记者 马照刚 实习生 纪雨田 文/图

“我们用特制的生物菌种给奶牛
做成‘循环发酵床’，牛粪及时得到处
理，奶牛的生活品质大幅提高。”宁夏
玖倍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马路
说，“除此之外，我们还给牛舍安装了
立体风扇、喷淋器等智能系统，将奶牛
生活环境控制在最舒适的状态。”

走进位于平罗县的宁夏玖倍尔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奶牛养殖牧场，一排
排高标准牛舍内外干干净净，600余头
荷斯坦奶牛生活惬意：有的躺在舒适
的“软床”上打着盹，有的迈着小步在
圈舍内散步……

对于“90 后”马路来说，从事奶牛
养殖不再是一件苦差事，无论何时何
地，只要拿出手机，打开“智慧化牧场”
养殖管理系统平台，每头奶牛的繁殖、
产奶、饲喂、健康、疾病等数据状态都
能被实时掌握：“我们依托先进的数据
采集设备、信息传输平台及物联网系
统，建立起覆盖养殖场各个角落、每日
24小时监测、记录数据的‘三位一体’
的智慧化综合运维管理系统，实现对
每头奶牛的智能化、数据化、精准化管
理，从而减少了对奶牛的人为干预。”

2020 年 6 月，始建之初的宁夏玖
倍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决定用现代化
思维发展奶牛养殖业，不断加快推进
现代信息技术在奶牛养殖领域的应
用：联合宁夏新大众机械有限公司、华
中科技大学和杭州弘毅自动化技术有

限公司共同研发了“5G无人驾驶 TMR
智能饲喂系统”，实现TMR饲喂配料的
无人化，提高配料精准性，节省人力和
原料，大幅降低了养殖成本；全线引
进的利拉伐 V300 挤奶机器人，通过
在线体细胞检测仪、牛群导航仪、帝
波罗牧场管理系统的实时监测，提早
预警奶牛健康问题和牛奶质量问题，
不合格的牛奶会即时分流，确保牛乳
质量。

走进宽敞明亮的挤奶大厅，奶牛
排着队步入挤奶台，机器人对它们进
行清洗、擦拭、上杯等操作后，就开始
进入自动挤奶环节。挤奶的同时，奶
量、流速等数据会实时显示到“智慧化
牧场”养殖管理系统平台上。“传统的
养殖方式，一个 3000头奶牛规模的养
殖场需要 70名工人，在智能化的管理
模式下，最多需要25名工人。”马路说。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牧场里的每
头泌乳牛都佩戴着一个健康监测耳
标。“我们每天都能实时掌握奶牛泌乳
情况，提前预警、辅助判定奶牛的发情
及健康状况，方便繁育人员开展奶牛
繁殖和保健工作，减少人员观察误差，
降低奶牛空怀期及饲养成本，提高牧
场繁殖水平。”马路说，奶牛养殖业向
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变，成为推
动产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的强
劲引擎。“智慧化”管理，让现代化

“牛倌”轻松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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