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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战 中 实 现 技 术 突 破挑 战 中 实 现 技 术 突 破
——记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机器人研发部经理孙宁记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机器人研发部经理孙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美倩宋美倩

培养乡村职业经理人急不得

陈发明

袁珍使用无人机进行田间管理袁珍使用无人机进行田间管理。。

周铭栀周铭栀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孙宁在检查机器人孙宁在检查机器人

产品产品。。

黄黄 凯凯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这台是矿用抢险机器人，这台是消防

灭火机器人，那台是危化巡检机器人⋯⋯

它们爬坡过坎如履平地，望闻问切无所不

能，可以在人不能近、人不能及、人不能为

的地方替代人工作业。”在中信重工开诚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展厅，公司机器人研发

部经理、高级工程师孙宁对机器人产品如

数家珍。

从事机器人研发工作以来，孙宁始终

坚持自主创新，带领研发团队破解了一项

项技术难题，助力开诚智能研制出涉及智

能矿山、应急救援等领域的 50 多款特种机

器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河北大工匠等

多项荣誉。

谈及如何在机器人研发中不断实现

突破，孙宁说：“机器人不是冰冷的机器，

而是与我相伴成长的朋友。研究各类机

器人，挑战各种不可能，不仅是我的工作，

更是我的兴趣。”

勤学苦练

孙宁的家乡河北唐山迁安市有丰富

的煤炭、铁矿石资源，父辈们多在煤矿、钢

铁厂工作。

读初中时，一名同学的父亲在生产事

故中失去手臂。孙宁深受触动，他开始思

考，怎样把人从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

来？高考报志愿时，他选择了机械设计制

造及自动化专业，希望用机器替代人完成

危险操作。

2015 年研究生毕业后，孙宁回到家

乡，成为开诚智能的一名机器人研发工程

师。然而，他的职业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刚到公司时参加一次绘图竞赛，24 个

人里我排倒数第三。”孙宁回忆，从那以后，

他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办公室，学习设计标

准、加工方法；下班后继续学、继续画。“图

纸上的每一个形位公差、加工精度，都要找

到理论依据才能下笔。”他说。

在孙宁的书架上，摆放着《机械原理》

《液压与气压传动》等专业书籍。“机器人

研发涉及理论力学、材料力学、人工智能

等多学科知识，要不断学习。”孙宁说，

“我还经常在线观看大学的公开课，

了解机器人领域的前沿技术。

教授把晦涩难懂的原理讲

得深入浅出，让人茅

塞顿开。”

孙 宁 还

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把每一次任务

当成学习的机会，把每一个问题详尽记

录在册。如今，孙宁已记了 30 多本工作

笔记。

凭借执着的信念、顽强拼搏的精神和

永不服输的劲头，孙宁在实践中学习积

累，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一名技术成熟的

研发工程师。“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在学中

干、在干中学，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

练就过硬本领。”他说。

突破难点

近几年，传统机器人制造行业竞争激

烈。孙宁说：“唯有不断创新，研发更先进

的机器人产品，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需

求，保持竞争优势。”

孙宁介绍，在实际应用中，双履带模

式的消防机器人难以在沼泽、沙漠等复杂

地形中开展救援工作，应该尽快研发应急

救援机器人。

分秒必争，毫厘不爽。对孙宁和他的

同事而言，做好机器人研发设计不是一句

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孙宁说，有

时 面 对 紧 急 任 务 ，确 实 很 辛 苦 ，但 是 很

值得。

孙宁和团队一起开展攻关，他们用几

十次失败换取最后的成功，研发出通过性

更强的四履带应急救援机器人。

“相较双履带机器人，四履带机器人

在越障高度、行驶速度等方面都得到大幅

提升。产品还应用麦克风阵列技术，可精

准识别声源位置，提高被困人员脱困效

率。”孙宁介绍，目前，这款机器人产品已

在实践中应用。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特种机

器 人 产 品 提 出 更 高 要 求 。 孙 宁 说 ：“ 我

们必须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加快技术创

新，推动机器人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

智能转型。”

怎样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采用哪一

种人工智能技术？孙宁和团队深入研究，

不断改进方案，在辅助运输机器人中融合

应用深度视觉、避障纠偏等人工智能技

术，使其实现“人机友好共融”——辅助运

输机器人在狭窄空间作业时能够自主避

障，大幅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孙宁在岗位上孜孜以求，不断深入钻

研、学习新的技术，取得多项成果。截至

目前，孙宁已带领研发团队获得 16 项国家

发明专利、27 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40 项外

观专利，获得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自主创新永无止境，我们需要突破

的难点还有很多。”孙宁说，“我们要继续

加强科技创新，打造更多高科技、高效能、

高质量的特种机器人产品。”

探究未知

孙宁认为，工作不能蛮干，要主动思

考，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耕机器

人研发领域多年，他始终以好奇心驱动，

享受探索未知的过程。

在研发探测机器人时，孙宁希望找到

一种方法，让机器人在弱信号环境下也能

够正常工作。

“我想研制一个抛投装置，在信号微

弱环境下，机器人能够自动抛出通信基

站，起到增强信号的作用。”孙宁说，反复

设计试验了大半年时间，他理想中的基站

都没能诞生。

没有被一次次的失败击败，孙宁带着

问题继续寻找解决方案。“一个暴雨天，我

的伞被狂风吹翻了。看到伞面向上倾斜，

我突然获得了灵感。”孙宁说，他马上赶回

办公室，将伞骨造型融入设计方案。

经过多次设计，一款伞骨形状的通信

基站研发成功了。在环境信号弱时，探测

机器人尾部会自动落下一个半米长的柱

形基站。基站落地瞬间，伞骨自动打开，

支撑基站天线直立，可实现基站信号中继

功能，扩大通信范围。孙宁说，这解决了

探测机器人在恶劣环境中的信号接收问

题，为救援增加了安全保障。

“探索特种机器人研发领域，往往会

遇到许多新问题，结合专业知识积累，挖

掘生活中的智慧，是我推进研究的独特方

式，也是我痴迷研究的原因。”孙宁说。

“哪里存在问题，哪里就是攻关创新的

方向。我和机器人已经打了十几年交道，无

论有多少险阻，我都乐

此不疲。”孙宁说，

“我的目标是研发

更 多 的 尖 端 机

器人，为推动

我国制造业

发展贡献

力量。”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中信重工开诚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内装备有限公司内，，机器机器

人产品人产品待交付待交付。。

黄黄 凯凯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操 控 无 人 机 去 种 田

□ 本报记者 刘 兴

晚稻刚刚收获，“90 后”女飞手袁珍

又开始忙着播种油菜了。在江西省新余

市分宜县湖泽镇湖泽村的农田里，只听

见响起一阵轰鸣声，一架播种无人机腾

空而起。袁珍专注地操控着手中设备，

不一会儿工夫，便将油菜种子均匀撒播

到开整好的垄沟中。“冬闲田种植油菜，

可以做到地尽其用。无人机一天能够完

成三四百亩油菜的播种。”袁珍说。

袁 珍 今 年 33 岁 ，是 湖 泽 镇 湖 泽 村

人。两三年前，袁珍的主要任务还是在

家照看小孩。家里流转种植的 800 多亩

水稻田，一直由公公、婆婆和丈夫王辉操

持。眼看二老年纪越来越大，种粮的任

务更多地压在丈夫王辉肩上，袁珍想要

分担一些。“种地真的很辛苦，最怕打药、

施肥，一桶药几十斤重，田里的小路又不

好走。我就天天琢磨，有没有打药、施肥

的新方法。”袁珍说。

说来也巧，新余市开设了农业职业

技能（植保无人机）培训班，这为袁珍打

开了新天地。“配好药灌进植保无人机的

药桶，手里拿着遥控器操作就可以了，方

便得很。”袁珍回忆，“培训一周时间，我

就掌握了基本要领，还拿下植保无人机

操作许可证，成为无人机驾驶员。”

无 人 机 驾 驶 员 是 通 过 远 程 控 制 设

备，驾驶无人机完成既定飞行任务的人

员。“近年来，无人机的应用领域不断拓

宽 ，给 传 统 生 产 生 活 方 式 带 来 巨 大 改

变。”袁珍说。

在 家 人 支 持 下 ，袁 珍 买 回 一 台 植

保 无 人 机 。 从 此 ，村 里 多 了 这 样 一 道

风景：王辉驾驶着农机在地里作业，袁珍

则操控无人机在稻田里反复练习。

“只会无人机基本操作还远远不够，

药剂配比、障碍点设置、飞行路径和飞行

高度设置等都要掌握，实际操作遇到的

困难远比课堂上讲的多。”袁珍说，“针对

不同的地形、不同的作物要设置不同的

飞行参数，只有因地制宜才能达到最好

的管护效果。”

无 人 机 当 时 在 村 里 还 是 个 新 鲜 事

物，袁珍邀请村民前来参观作业过程，逢

人就推荐新农具的各种好处，用实际成

果打消村民的顾虑。

一些村民看到无人机植保的好处，开

始主动找上门，请袁珍用无人机帮着打药

施肥。种粮户简夫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无人机植保的确划算。我家种了 160

多亩地，人工打药每亩成本要 12 元，无人

机打药每亩只要 8 元。种一季水稻下来，

最少要打 3次药，可省下近 2000元”。

袁珍告诉记者，有了自家地里实打实

的种粮成果，越来越多本地及周边村镇的

农户把庄稼交给她代为管理。一年下来，

她要操纵无人机提供田管作业超万亩

次。如今，不算种粮收成和其他农机服务

收入，仅靠无人机植保一年便可创收近 10

万元。袁珍尝到机械化种粮的甜头后，她

和丈夫先后置办了插秧机、旋耕机、收割

机等，总投入 40 多万元，家里流转的 800

多亩土地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种植。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袁！今天我

们来看看，在面对不同类型障碍物时，如

何设置无人机的飞行参数⋯⋯”结束上

午的飞防作业后，袁珍站在田埂上发布

了这条视频。平日里，袁珍会在短视频

平台和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飞防作业

日常。在她的视频里，经常能看到她与

各地飞手互动。

离袁珍家十几里外，分宜县天旺兴

家庭农场主谢小玲是种了几十年地的老

把式，在网上看到袁珍的肥料播撒视频

后，主动联系袁珍拜师学艺。“现在插秧

有插秧机、耙田有旋耕机、收割有收割

机，再加上无人机、脱粒机等，人没有以

前那么辛苦了。前段时间，小袁带着我

去外地收了 200 多亩中稻，还挣了不少外

快呢。”谢小玲笑道，“明年我准备把家里

200 亩水稻育秧全部交给镇里的工厂化

育秧中心，真正实现耕、种、管、收全程农

事现代化，咱也当一回甩手掌柜！”

“农业的出路在科技。”袁珍用自己

的 经 历 见 证 着 农 业 生 产 方 式 的 转 变 ，

“我计划组建一支专业植保飞防团队，

吸纳培养其他飞手加入，对接更多农户

需求”。

近年来，越来越多乡村职业经理人活跃

在农村产业发展舞台上。因其爱农业、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的重要力量。

乡村职业经理人其实并不新鲜。从早

年的乡镇企业家到后来的农村致富带头人，

再到近些年兴起的新型职业农民，都具备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特质。乡村职

业经理人之所以成为新名词、新亮点，关键

在于农村产业格局和生产经营方式在改变，

曾经的小散户生产、小规模经营正逐渐向一

二三产业融合转变，新的农业生产力布局对

农业经营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有数据显示，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农业

农村部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广泛面向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带头人等开展系统化

培训，2020 年至 2023 年累计培养农业职业

经理人 4.09 万人。同时，全国各地也加大了

对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力度。比如，浙

江、重庆、陕西等地组织实施乡村职业经理

人 计 划 ，为 乡 村 运 营 管 理 培 养 一 批 专 业

人才。

从当前实际看，各地在培养乡村经营管

理人才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个别地方也出

现一些误区。

过度注重引进来，忽略就地挖潜。为加

大培养乡村职业经理人力度，不少地方出台

了引才政策。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毋庸置

疑，一些产业项目也确实需要高端人才，但

是否引来了心仪之才、可用之才，恐怕不尽

如人意。最了解村里产业生态的人才，或许

就是村里人，就在家门口。比如，学成归来

的返乡大学生、创业有成的能人大户、当地

农业企业的经营者等，都是宝贵的乡村经营

管理人才，为其提供机会并加以扶持培养，

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

片 面 追 求 履 历 表 ，忽 略 因 地 制 宜 。 从

当前乡村产业实际看，具备金融、管理、营

销、创意设计等专业知识的人，曾经离乡村

最远，如今却成了最紧缺的人才。但是在

培养这方面人才过程中，有的地方又容易

走入另一个极端，只看人才的专业背景和

从业履历，从而忽视与当地产业发展的适

配性。有一线城市大企业工作经历的人，

懂得企业经营的普遍规律，但有时会因为

不懂农村而水土不服。善经营、会管理固

然重要，但是从实际看，爱农业或许才是一名优秀乡村职业经理人

最基本的特质。

只算短期经济账，忽略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具有投资周期长、利

润低、风险高等特点，同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很重。在农业产业格局

中，经营管理人员是关键拼图，但不是唯一因素。因此，对乡村职业经

理人的关键绩效指标设置，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评估带动农村发展

和农民增收等综合效益。

在任何新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成长的烦恼，需要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优化，乡村职业经理人也是如此。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舞

台上，职业经理人无疑将扮演重要角色。搭建好这个舞

台，更需持续完善乡村职业经理人职业技能标准体系和

培育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