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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事 新 作
割麦栽秧，“三

夏”大忙。

沃野田畴，传统与现

代耕作模式同步进行，人

工、机械齐齐上阵。犁牛为

伴的老农不再孤独地上演汗滴

禾下土的场景，他的身旁，既有

数字化技术员、农业职业经理人

等新农人的帮助，又多了智能联

合收割机、无人机等新农具的助

力。一眼望去，马达轰鸣，翻滚的

麦 浪 颗 粒 归 仓 ，漠 漠 水 田 再 染 绿

装。放下锄头，新一代农民开始玩

转视频直播，忙碌起订单化生产销售

等新农事。

流淌了千百年的农耕文明不断上

演着与现代化元素的激情碰撞，给一

幅春种夏忙的农事画卷增添了不少新

气象。

新出路

层峦叠嶂，云雾缭绕，沟壑纵横，对山地面

积占了 76%的重庆来说，多山一直是农业发展

的难点。

田地在嶙峋山谷间被挤压、割裂，形成了许

多“碎片地”“巴掌田”，小的只有一亩或半亩，既

不好种，也不好管。

“山上地块人力成本高，三四成都撂荒了。

水田农民虽然在种，但亩产不高，产生不了经济

效益。”重庆市巴南区惠民街道胜天村党委书记

朱凤说。城镇化进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

力离开了田地，山地农业的未来渐成问题。

一些计算机专家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用

一种看起来和农业完全不沾边的办法。来自中

国农业大学，原本从事工业数字化研究、计算机

算法、工程研发及 AI 领域研究的一群教授、副

教授，他们在重庆垫江县、巴南区等地成立了教

授工作站与研究中心，致力于用工业化的思维

做农业。

“ 工 厂 实 现 自 动 化 生 产 ，鼠 标 一 按 产 品

就出来了，农业为什么不可以？”团队负责人

李想说，“现在根本不缺技术，只是缺少应用

转化。”

在学习和研究工业信息化的 10 年时间里，

李想见证了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这个工科男执拗地相信，有现代科技的加

持，农业的未来也能像工业一样变得更加先进

与智能。

作为重庆人，李想对家乡的土地再熟悉不

过。“别的地方也有山地农业，但特色作物

与自然条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业短

板。重庆的山地农业从各方面条件来

看更加困难。”李想说。

李 想 带 领 的 新 农

人团队，想让这里的

山地农业走出困难模式。

新农人

用数字化、智慧化技术赋能农业，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农村拥有信息化基础知识和素

养的人偏少，更遑论能深刻理解并重复运用的

人。给农民讲解信息化，在李想看来好比教父

母使用智能手机。要让农民真正理解和接受新

的生产方式，需要有人对农民进行培训服务，提

供陪伴式成长，由此诞生了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这一新职业。

有数字化从业背景的徐毅，正承担这一角

色。2021 年，从互联网公司跳槽后，徐毅进入

李想团队，成为一名数字农业技术员，负责在巴

南区落地智慧农业项目。

“数字化、智能化可以提升种植效率，让农

民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是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徐毅说。

对这位新农人的考验，首先是来自老农人

的质疑。巴南区胜天村的彭大叔种了一辈子草

莓，对前来指导信息化的徐毅有点不服气：“我

种了那么多年地，没有用一样农业物联网设备，

不是一样种得好？我用手一摸地，就能知道温

湿度，不用你那土壤传感器。”

彭大叔口中代代传承的农耕经验是千百年

来小农生产经营的宝贵财富，然而随着农村土

地的流转集中与规模化经营，农业要追求生产

效益，动辄百亩、千亩的田地，如果沿用父辈“人

勤地不懒”的传统人工劳作方式，收获、耕种、灌

溉等各个环节，可能都无法按时完成，种植效益

也会大打折扣。新一代的劳动者需要在传统经

验之外掌握更多信息化、智能化的现代种植方

式，跟着数据来种地就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徐毅一边给农民讲解信息化带来的好处，

一边找到管着 700 多亩智慧农业基地的职业经

理人张铭，打造农业生产信息化样板。

作为胜天村村集体企业聘请的管理人才，

张铭不但熟悉农机操作，而且对信息化接受很

快，标准化种植迅速在基地 700 多亩土地上推

广开来。张铭综合气象、土壤等数据制定种植

计划，农民对着工单进行打卡，严格按照流程进

行标准化生产种植。

“梨子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大的大、小的小，

规格、口感、品质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而

且每个农产品都有一个溯源码，消费者一扫码，

就能看到作物整个生产周期的土壤环境、施肥

打药等数据。”张铭说，原来 3 元一斤的梨，现在

能卖 10 元到 15 元。

“胜天村建设智慧农业基地后，水稻亩产从

原来的 500 斤提升到去年的 1200 斤，基地群众

2023 年比 2022 年人均增收 3000 元。”朱凤说。

胜天村的新农人掀起的新农业生产方式，产生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周围村庄看着“眼馋”，纷纷

主动联系张铭。张铭带着一套新式作业法走出

胜天村，跨区县搞起社会化服务，每天忙得不可

开交。

新农具

山地环境复杂，通常被

认为不适合农机作业，但近

年来有不少山地小型农机具

被研发出来。李想展示了

中国农业大学为云南和广

西农村地区研发的智能甘

蔗收割机。机器看着小巧可爱，履带式行进方

式能适应各种复杂地形，灵活机械手臂能精准

化完成采摘动作，且手臂稍做改造就能一机多

用，实现不同种类的水果采摘。

“这个小收割机因为使用广泛，生产成本大

幅下降，售价已经从最初的 11 万元降到了 2 万

元。”李想说。

除了各种升级换代的农机具外，农业生产

工具箱还纳入了信息、数据、算法等元素。在重

庆多个智慧农业示范田，摄像头、传感器、自动

操作系统等代替农民的眼睛、大脑和部分手工

劳动，构建出一幅现代农事新图景。

“地里的小型气象站是天气瞭望员，能更加

精准地监测局地气候。安装在地下的传感器是

农田水分探测员，当水分不足时，传感数值图会

显示红色。”李想说。探测器、摄像头等探测到

的“情报”会马上传送给自动化系统的“大脑中

枢”，自动喷灌系统据此进行一系列操作：根据

土壤墒情及种植需要补充水分，根据光照情况

打开或闭合温室设备——这些操作设置通过手

机系统里的几个开关就可以实现。

“以往看一片农田长势，看的是叶片大小、

植株高度、果实情况等，现在这些表型特征转化

为数据，通过 AI 分析成为反映农场状态和指导

农业生产的有效信息。”李想说。农场可以通过

数据智能制定生产计划、下发工单、形成作业记

录，对人、机器和设施的工作过程给予实时监督

和评价，形成报表供管理者了解农场运转情况。

“以前雇人干活，只看到人忙。现在通过技

术分析，工作轨迹清晰可见，农业生产效率大大

提高。”朱凤说。

现代农业渐渐变得时髦起来。科技驱动下

的各种新农具正不断填补“谁来种地”的不足。

广西、湖南、安徽等地甚至已经在探索“无人农

场”模式，通过集成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 术 ，实 现 农 业 生 产 的 自 动 化 、智 能 化 和 高

效化。

新农活

“和以前不一样了，还没开始种田呢粮食就

卖出去了。”徐毅说。

今年，胜天村开启了“我有一亩田”“我有一

棵树”的认购模式，吸引了不少想种地却无地可

种的城里人。“有的人追求生活品质认购绿色食

品；有家长通过认购农田让孩子熟悉农业生产；

还有来露营旅游的朋友想体验插秧收割。”朱凤

说。认购一亩田需要一年支付 2100

元，农民则在年底为客户保质

保量交付 560 斤大米。

“价格比市场

略 贵 ，但 在 农

村有一亩挂着自己名字的专属田地，通过摄像

头随时查看地里的情况，那种感觉完全不一

样。”徐毅说，为城市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成

了新农活，还是那亩农田，却幸福了城乡两地。

目前，胜天村已经有 600 多棵梨树与 10 多亩水

稻被认购。

有农民忙着帮助城市居民打造田园梦想，

在全国更多的地方，农民走出田园开启新的

征程。

“直播间里的每一个羊肚菌都是我们一遍遍

筛出来的。”视频号菌菇类主播杨美丽对着镜头

说，在她身后，是满满当当的货架。镜头外是一

排桌子，助播在那里随时刷新数据、上架商品。

杨美丽生长在福建屏南一个山村。自祖辈

起，家里人便以种菇为生，收成好的时候一年有

4 万元毛利润。如今，经营视频号成了她的新

农活，走出田间地头、菇棚、晾晒场，补光灯覆盖

的几平方米空间，是她的新舞台。

直播卖货的风吹到了广袤的农村大地，像

杨美丽一样的农民主播也越来越多。腾讯研究

院研究员杜茂林经常被邀请去给一些地方做直

播培训，“很多农民在陌生的镜头前往往显得很

局促，甚至普通话都讲不好，只能听旁边专职主

播们‘狂野’喊麦。”杜茂林说。

不过，在专业机构的帮助下，培训老师会根

据点击率、完播率等 10 多个指标分析数据并针

对直播弱项提出改进意见，有效提升直播效果，

帮助农民主播找到状态。已经有很多农民从视

频号、抖音账号中走来，成为极具特色的“网红”

农民主播，带火了家乡的农产品，也带动更多农

民增收。

北京黑龙江企业商会党委书记徐维新对

此感受颇深：“只有在外面卖得好，才能让家里

种得好。种的东西卖不出去，农民就没有积极

性，只要卖个好价钱，来年就会接着种。”

过去，徐维新帮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面临

巨大成本压力：“在北京租一个店铺就要几十万

元租金。这得卖多少大米才能赚回点利润啊！”

现在，直播电商的涌起，给农产品销售带来了机

遇。徐维新注册了抖音账号“龙商甄选”，从

2022 年底开始，直播卖货成了他和团队的新

农活。

“我们的独特优势就是来自黑土地，

大兴安岭的蓝莓、榛子、黑木耳等，别的

地方是‘平替’不了的！无论以哪种形式

销售农产品，质量过硬永远是赢得市场

的不二法宝。”徐维新说。

来碗蒿子面

拓兆兵

早上 7 点多，56

岁的于振玲骑车出

门，到自己的蒿子面馆

忙活。

蒿子面是西北沙漠地区

的一种美食。人们秋天到沙漠

里打沙蒿，获取沙蒿的籽，磨碎

后掺到面粉里擀成细长的面

条，十分筋道，别有风味。这种

吃法在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

边缘的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和

沙坡头区十分流行。

中宁县人于振玲，17 岁跟

着母亲在集市摆摊卖蒿子面，

至今已有近 40 年。家传加上

勤奋，于振玲把蒿子面做出了

名堂，成为中宁蒿子面非遗传

承人的杰出代表，“振玲蒿子

面”越叫越响。

烧水、洗菜、切臊子⋯⋯于

振玲和丈夫童军还有服务员忙

个不停。不一会儿，土豆、萝

卜、肉等主要配料切好后被盛

放到盆中。8 点左右，开始炒

臊子、做酸汤。素臊子、羊肉臊

子和猪肉臊子，芹菜酸汤和西

红 柿 酸 汤 ⋯⋯ 随 着 阵 阵 炒 菜

声，馆子里香气弥漫。10 点多，一切准备就绪。

“老板娘，给我来一碗羊肉蒿子面！”只见于振玲

麻利地从案板上提起一把黄澄澄的细长的蒿子面抖

一抖，放入沸腾的大锅中，长面在锅里嘟噜噜转。几

分钟后，于振玲用筷子一挑，把长面盛到碗里，面条

宛如一根根线。童军浇上羊肉臊子和酸汤，一碗香

喷喷的蒿子面端到了顾客眼前。“她家的蒿子面口感

爽滑筋道，余味悠长，好吃！”顾客刘丹夸赞道。

与当地其他面馆一样，“振玲蒿子面”面积不

大，摆着 10 张桌子。但不同的是，“振玲蒿子面”采

用了“前店后厂”的方式，在马路对面设有中宁蒿

子面非遗基地，专门负责擀面和展示擀面的技艺

以及培养传承人，每天要擀 40 张面。

走进中宁蒿子面非遗基地，大大的案板十分

抢眼，4 名妇女负责擀面，3 名妇女负责切面。于振

玲亲自上阵和面、揉面，将面和好后反复醒揉多

次，然后拿起擀杖用力按压，擀成直径 1 米左右的

极薄的面张，按折扇式叠好，然后用刀切成细细的

长面。由于常年擀面，于振玲擀面有劲儿，切面非

常匀称。这些蒿子面条一部分店里自用，一部分

冷冻包装后外卖。

“5 月到 10 月是旺季，每天营业收入有四五千

元 。”于 振 玲 说 ，假 日 里 慕 名 而 来 的 游 客 就 更

多了。

“长脖子雁，扯红线，一扯扯到中宁县，中

宁的丫头子会擀面⋯⋯”随着文旅产业以及

电商的蓬勃发展，在于振玲等“民间高手”的

带领培养下，擀面的队伍不断扩大，有人开蒿子

面馆，有人在家擀面线上线下售卖。中宁蒿子面，

已由一道地方特色小吃成为当地一个特色产业、

好产业。

盲 盒 为 何“ 买 买 买 不 完 ”
近年来，“盲盒经济”十分火热。

盲盒，源于日本的“福袋”，商家通常

会在福袋里随机装入价值高于福袋

定价的商品进行售卖，最初是一种处

理尾货的方式，但由于其极高的性价

比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现在，一个成本几元的玩具，在

商家的包装下，摇身一变，身价翻了

十几倍，稀有款在二级市场更是能卖

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有人说，这不

是“智商税”吗？直接买自己喜欢的

款式难道不香吗？

这 就 要 从 大 脑 的“ 奖 赏 机 制 ”

说起。

想象一下，如果你靠“运气”抽到

了喜欢的盲盒手办，是不是比直接买

要更开心呢？

我们大脑会通过释放多巴胺来

奖 励 某 些 行 为 ，对“ 意 料 之 外 的 奖

赏”释放的多巴胺会比“意料之中的

奖赏”释放的多巴胺多三四倍。直

接购买喜欢的手办固然让人高兴，

但是却不会有意外的惊喜了。

而 且 ，不 少 盲 盒 消 费 者 还 存 在

“赌徒谬误”：认为一些事情发生的概

率会随着之前没有发生该事件的次

数而上升。就像购买盲盒，即使这次

抽到的不是自己心仪的款式，但潜意

识里会认为自己下一次抽到的概率

会变大。但事实上，每一次的购买都

是相互独立的随机事件，而消费心理

会受到“赌徒谬误”的强化，从而进行

冲动消费。

盲盒除了摆着也没啥用呀，怎么

就会一直“买买买”呢？

“没用”才会一直买！

以 泡 泡 玛 特 的 产 品 为 例 ，大 多

数 盲 盒 形 象 是 和 知 名 设 计 师 合 作

或者与影视 IP 联名，设计的创新点

主要聚焦于外观和形象，这些特点

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情感反应，

但 并 不 会 增 强 产 品 的 实 际 功 能 。

因为产品如果本身具有了功能性，

消费者首先会将这些商品从“情感

账 户 ”中 划 走 ，在 价 格 上 可 能 和 同

类型的功能产品比较，并且在这一

类 功 能 性 产 品 数 量 达 到“ 饱 和 ”时

就会停止“集邮”。毕竟，一般消费

者 也 不 会 花 高 价 去“ 开 ”一 个 隐 藏

款充电宝。

此 外 ，人 们 对 不 可 预 见 的 事 件

有一种“预测成瘾性”。社交平台上

有很多购买盲盒的攻略，当我们精

心研究后，会认为自己发现了某种

“规律”。比如，通过盒子的重量，上

下左右晃动的手感、声音等细节，来

加大抽到心仪手办的概率，这也提

高了购买盲盒的“可玩性”。而消费

者一旦通过这些“攻略”得到了自己

心仪的手办，会有特别的成就感，那

么进行下一次消费的可能性就大大

增加。

同 时 ，盲 盒 的 社 交 属 性 也 不 容

忽视。买盲盒送人，省去了挑选的

烦恼，还能一起享受“开盲盒”的惊

喜。在一些二手平台和社交媒体话

题下，不少消费者互相交换各自缺

少的盲盒款式，通过进行二手交易

来加深彼此的联系。而根据消费者

的 受 欢 迎 程 度 ，不 同 形 象 各 自“ 身

价”也有区别，商家还加入了隐藏款

和限量款，推行饥饿营销模式，这些

都大大刺激了市场需求，使盲盒从

小众变大众。

当 然 ，盲 盒 也 不 都 是“ 无 用 ”

的。随着“盲盒经济”的快速发展，

盲 盒 形 式 也 已 经 从 潮 玩 领 域 逐 渐

深 入 到 其 他 领 域 ，比 如 机 票 盲 盒 、

美妆盲盒、剩菜盲盒等，可谓“万物

皆 可 盲 盒 ”。“ 盲 盒 模 式 ”本 身 没 有

好 坏 ，而 是 要 看 自 己 觉 得 值

不值。

一 个 心 仪 的 盲 盒 玩

具，可以满足我们的情

感寄托；一次未知的

旅 行 ，会 让 我 们

看 到 不 一 样 的 风

景；一次盲盒购物，

可 能 会 让 我 们 享

受 到极致的性价

比 ⋯⋯ 拆 开 盲 盒

之 后 ，所 产 生 的

兴奋或者失落，都

是难得的情感体验

和经历，而正是因为这样，才让

这些“无用之物”变得“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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