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相关产业献言献策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首批赴江

口县支农小组由陈绍彬、朱旭东等三

位教师组成。来到江口县后，小组成员

迅速进入角色，积极与江口县农业农

村局农村能源站、农业科技教育信息

站、农广校等相关工作人员交流，主动

下乡调研、走访指导。经江口县统一安

排，老师们分别挂职于江口县农牧科

技局经作站、能源办、产业办等部门，

主要开展果树资源调查、猕猴桃栽培

技术推广、野生兰花种质资源研究、农

业污染问题调查等相关农业工作。在

工作中，老师们针对当地主要产业，结

合自身专业特长，积极开展调研，足迹

遍及全县。调研过程中，陈绍彬老师与

相关企业针对“猕猴桃品质控制”“野生

猕猴桃种质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了有

效交流；朱旭东老师对江口县的野生

兰花种质资源保护、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把先进技术带进大山

一段时间以来，苏州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教师刘金根深入江口县民和镇

凯里村、坝盘镇挂扣村、闵孝镇鱼良溪

村等开展调研，了解农业产业发展规

划，实地走访查看生态茶、冷水鱼、猕猴

桃、中药材、蔬菜等农业产业基地，与产

业负责人、农户交流，了解各产业基地在

生态循环农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走访

中，刘金根发现霜霉病、猕猴桃细菌性溃

疡病等多种农作物的病虫害问题严重困

扰着当地的农民。在对诱因进行分析后，

结合先进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因地制宜，

改善并解决相关问题。针对新品种茶树栽

种后高死亡率的问题，刘金根详细询问了

茶企负责人有关该新茶品种引种、种植过

程细节，结合生产现场实际情况，就病虫

害防治与高标准茶园建设等问题提出合

理化建议，并赴基地现场开展指导工作。

学校杨伟球老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生态循环农业的研究和技术服务。曾担

任江苏省挂县强农富民工程驻村专家，

这次他主动请缨“支援江口”。针对农户

所反映的在施肥和病虫害防治方面存在

的问题，他建议当地农户可以利用废弃

的猕猴桃烂果、烂叶作为原料制作农用

酵素，解决当前在施肥和病虫害防治遇

到的问题。针对新技术，他亲自指导农户

制作农用酵素，以促进猕猴桃的生长。在

达到农业增产目的的同时，也为当地培

养了一批“技术能手”。

助力江口迈向乡村振兴

近年来，学校通过苏州市农业科学

院等单位协助，会同相关专家赴江口县

考察、指导，有针对性地提出技术建议，

并成功引入农作物新品种 15 个；2019 年

江 美 芳 老 师 通 过 线 上 渠 道 进 行 宣 传 销

售，成功地帮江口县凯里坡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打开苏州市场，为推进销售

帮扶工作开了个好头。

三年以来，学校派出了 7 名“农林高

手”，先后 9 次前往江口县对口帮扶。陈

绍彬老师自从参加支农工作以来，就与

江口县结下不解之缘。他已连续三年到

当地进行支援。今年，他再次和霍尧老师

一起赴江口县开展支农工作，经积极努

力 ，分 别 与 江 口 县 的 梵 园 农 业 、东 鑫 农

业、提红绿苑农产品合作社、凯里坡生态

农业等四家企业在共建学生实训基地、

培养新型农技人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

技术服务、物化补贴等方面达成合作意

向。同时积极推动学院“江口班”落地生

根，在“扶智”“扶技”上助力江口农业的

发展，为江口县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学校对口支援江口县，致力于以精

神力促观念转变、以科技力增造血功能、

以持续力增强发展后劲。”苏州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院长傅兵说，贯彻落实“东西协

作”要体现在工作作风上，需要全体专技

人才与工作人员真抓实干、甘于奉献，以

更加振奋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

作风，实现良性互动，以取得更好的“东

西部协作帮扶”成果。

·广告·（数据、图片和信息来源：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人才江口谱新篇“东西协作”结出硕果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把论文写在扶贫大地上
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中

部的江口县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全

县辖 6 镇 2 乡 2 街道，总面积 1869 平

方公里，总人口 24 万。2001 年，江

口县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2014 年全县有贫困村 80 个，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4.3 万人，贫困发生

率 19.85%。从 2018 年起，苏州农业

职业技术学院响应东西部扶贫协作

号召，结合苏州市姑苏区的对口帮

扶计划，向江口县农业农村局等相

关单位，派出了数位农业专家开展

支农帮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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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受瞩目的创业公司之一，

小米用 10 年交出了一份答卷。8 月 11 日

晚，创始人雷军的万字十年感言“刷屏”

了，关于未来，他称：“创新之火将会照

亮每个疯狂的想法，小米将成为工程师向

往的圣地”。

小米靠什么文化凝聚互联网工程师？

小米集团副总裁、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崔

宝秋日前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

时表示：“开源文化凝聚全球互联网工程

师。”他将此开源文化称之为“不仅要站

在巨人肩膀上，还为巨人指方向”，倡导

深度拥抱开源文化。

工程师仇浩文的成长离不开“开源文

化”。他和全球众多语音开发学习者和应

用者一样常用开源语音工具 Kaldi，在面

试 时 第 一 次 见 到 “Kaldi 之 父 ” Daniel
Povey 的 时 候 ， 忍 住 了 拍 照 合 影 的 冲 动 。

令他兴奋的是，他入职小米后要和这位国

际语音识别和 AI 领域顶尖专家共事。

开源文化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理念，大家一起为社区作贡献，同时成

果可以被大家使用。Kaldi 是其一，被认

为是业界语音识别框架的基石，集成了多

种语音识别模型，推进全球语音识别领域

的发展。

Daniel Povey 不 仅 是 Kaldi 社 区 的 创

始人，更是语音识别领域内的偶像，先后

在 IBM、 微 软 负 责 语 音 开 发 工 作 。2019
年，Daniel Povey 离开美国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语言和语音处理中心副教授的职位

之后，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保证 Kaldi 是 100%开源的”，这是他

最终选择小米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和

小米的高度共识。他认为以小米为代表的

中国互联网公司有着纯粹、极致的开源文

化，以及开放、共享的理念。

一 听 说 Daniel Povey 要 到 中 国 工 作 ，

仇浩文便毛遂自荐，成为其团队的一员。

作为一名语音开发工程师，他喜欢并受益

于 Kaldi 社区的开源文化，可以与全世界

互 联 网 工 程 师 发 现 、 使 用 并 交 流 开 源 技

术，少走很多弯路。

今 后 ， 他 们 将 为 下 一 代 Kaldi 努 力 ，

进 而 通 过 其 开 源 文 化 影 响 全 球 语 音 开 发

者。同时，基于语音技术在小米“手机+
AIoT”生态中的重要地位，开发成果将

迅速提升过亿用户的语音体验，仅以人工

智 能 语 音 助 理 “ 小 爱 同 学 ” 为 例 ， 截 至

2020 年第一季度，“小爱同学”月活跃用

户数量达到 7050 万人。

因 为 在 另 一 个 开 源 项 目 Apache
HBase 社区内的优异表现，张铎曾被雷军

在微博上公开表扬并称之为“大神”。2018
年 ，张 铎 在 Apache 软 件 基 金 会 全 球 近

7000 名 Committer 中，贡献数量排名第三，

2019 年成为 Apache HBase 项目的主席。

如今身为小米开源委员会主席，张铎

将 自 己 的 工 作 形 容 为 “ 搭 台 子 让 别 人 唱

戏”。这是他作为管理者喜欢开源文化的

另一个理由，让年轻的互联网工程师可以

在全球竞技场中有收获并感到压力，在取

得成绩时获得认可。

在他的影响下，刚工作两年的梅祎就

成 了 HBase 的 贡 献 者 ， 成 为 全 中 国 17 位

贡献者之一，这个姑娘惊人的成长速度惊

呆了众人。小米本身就是 HBase 的重要技

术贡献者之一，而她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梅祎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是真正拥

抱开源，鼓励员工参与开源项目，任何开

发成果都会回馈给社区，任何反馈也会同

步给社区。”如果只用而不贡献，不参与

社区建设，将会失去在社区的影响力。

“这是底层架构工程师的成长机会之

一。”张铎如此评价“开源文化”对于年

轻工程师的职业生涯的意义。

“开源文化会带给工程师成就感”，崔

宝秋和国内外各方向互联网工程师打交道

多年，工程师的成长不仅需要“大神”带

领，而且需要认同感，如果提交的代码被

社区选用了，带来的成就感比物质奖励要

更 重 要 ，就 像“写 了 一 篇 好 稿 被 全 世 界 转

发”。

回顾小米 10 年创业史，曾遭遇困境时

推 出 了 具 有 逆 转 局 势 的 MIX， 开 启 了 全

面屏时代。雷军说，MIX 的成功源于小

米内部浓郁的工程师文化，正是具有创新

精神的工程师们在“闲聊”时聊出了未来

手机未来的模样。

未来，创新依然需要工程师。在小米

十周年成立大会上，雷军替小米的研发团

队打“招聘广告”时说：“只要你热爱技术，

只要你技术过硬，欢迎你到小米来实现自

己 的 梦 想 。”小 米 内 部 的 最 高 奖 项 是 小 米

技 术 奖 ，用 于 奖 励 突 破 性 贡 献 的 技 术 小

组，奖金是价值 100 万美元的股票。

崔宝秋用开源文化呼唤全球工程师，

他认为互联网正是基于开源技术发展壮大

的，而代表互联网未来发展方向的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都将受益

于开源文化，“优秀的技术将会被全世界

所使用，并且将会应用到上亿台设备上，

这是真正的成就感”。

小米十年背后

开源文化用成就感凝聚工程师的创新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志中

回乡创业已经 6 年，按照王国辉的说

法 ， 目 前 这 段 时 间 是 他 人 生 里 最 艰 难 的

几年。

“主要是收入赶不上投入，种、养殖

没 个 三 五 年 见 不 着 效 益 。” 过 去 6 年 里 ，

36 岁的王国辉在家乡山西省吕梁市石楼

县上田庄村，采用土地托管的方式，承包

了 6000 多亩山地，种上了玉露香梨、高

粱、谷子，盖起了养殖场，成为乡亲们眼

中的“地主”。然而，黄土地里刨食的难

令他深感压力重重，“我其实是农民＋欠

债人”。

家 里 人 阻 拦 不 想 让 娃
“土里刨食”

上田庄村是山西吕梁山万千沟壑中一

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多少年来因立地条

件差、干旱少雨，传统农业只能广种薄收，百

姓多是靠天吃饭。6年前，王国辉辞掉了城里

收入不错的工作，选择回村种地，一种就是

6000亩，这成了当时上田庄村最大的新闻。

“父母一开始说啥也不同意，好不容易

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为啥又回石楼这穷

山沟‘土里刨食’？”王国辉的决定遭到家人

的坚决反对，说老一辈已经在地里吃苦受

穷一辈子，绝不能让娃再这么活。

高脊多负重，远山总易贫。老人口中的

吕梁山石楼县究竟有多穷？

石楼位于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山

上 除 了 石 头 就 是 黄 土 ，沟 壑 残 垣 密 集 ，能

种 庄 稼 产 粮 食 的 田 地 不 多 ，25 度 以 上 的

坡地占到耕地的六成。就在王国辉回乡的

那 一 年 ，全 县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仍 有

17641 户 、52954 人 ，连 续 数 年 财 政 收 入 仅

为 5000 万元左右，曾被称“山西最穷县”。

过去，这里传统农耕背景下的小农经

济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相形见绌，农民曾

一度陷入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个别地方甚

至土地闲置。

“正因如此，我想突破过去传统的种养

殖模式， 通 过 土 地 托 管 实 现 规 模 化 、 集

约 化 、 机 械 化 农 业 生 产 ， 统 一 销 售 、 采

购 、 管 理 ， 打 造 优 质 的 本 土 农 牧 品 牌 。”

王 国 辉 说 ， 选 择 “ 逆 流 而 上 ” 是 深 思 熟

虑 后 的 结 果 ， 一 是 看 中 了 县 里 鼓 励 发 展

特 色 农 业 的 契 机 ， 二 是 看 好 当 地 政 府 的

创业扶持政策。

王国辉笃定 回村创业前景广阔

“ 父 母 的 担 忧 很 实 际 ，农 业 生 产 投 入

大、周期长，其中艰辛有些超出我的预期，

但关键时刻没有回头路。”尽管持续、漫长、

高强度的人力、财力投入，令王国辉备感压

力，他说自己已经做好了 5 年不见回头钱

的准备。

“如果不了解农村，很难从土地中获得收

益。”王国辉说自己身边也曾有人到农村创业，

但因缺乏农业知识，不了解农村文化而告终，

“我自小在山里长大，干农活儿算是好手，如今

乡村振兴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回

村创业前景广阔，应该是个好机会”。

如今，王国辉的家乡提出了在一个战

场上打赢造林与扶贫“两场攻坚战”的“吕

梁方案”，这与王国辉回乡种树的选择不谋

而合，也使得他对自己正在着手实现的“农

业梦”信心十足。“再有两年玉露香梨就会

达到盛果期，养牛 3 年后也会开始盈利，眼

下虽难，未来有了产量就能确保收入”。

王国辉口中的玉露香梨，是他数千亩

农田中的“珍宝”。

“玉露香梨皮薄水大特别甜，经济效益

是普通酥梨的 2 到 3 倍，最关键的是，它就

产自我们隔壁的隰县。”近年来，与石楼紧

邻的隰县，大力发展“玉露香”梨果产业，早

已名声在外，在当地有“栽一亩‘玉露香’，

强如种十亩田”的说法，成为该县果农脱贫

致富的重要手段。

“我们村离隰县地界很近，地貌相近，肯

定也能种。”王国辉的论断有据可查，公开报

道显示，山西梨果种植有传统，除晋北、晋西

北高寒山区，全省各地都有梨树的影子，而

在山西吕梁、太行的沟岔里，日照时间长，昼

夜温差大，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性小气候环

境，成就了玉露香梨的优异品质。

乡里人点赞 勤快的月入过万

王国辉的想法获得了村民们的支持，

在村党支部牵头下，他们成立了合作社，

将托管地中的 150 亩用来种植玉露香梨，

共有 54 户村民加入进来，其中 34 户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除了王国辉自己或借或攒

投入的钱，其中还有一大块资金得益于政

府提供的创业贴息贷款、扶贫资金支持等。

“种树必得勤照应多呵护，除了请专家

指导，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学习、观察。”讲起

怎么把树种好，王国辉头头是道，一棵树

枝长在不同的部位，下一年会有啥变化，

3 年后又变成啥样，是朝上长了，还是往

下窜了，会不会影响别枝的养分吸收？全

靠经验判断，就看种树人有没有悟性，上

不上心。

王国辉说，通过土地托管，村民对于

土地的投资成本大大减少，虽然现在还谈

不上收益，但每到秋收，附近村庄的劳力都

可以来这儿打工，赚一份收入。同时，村里

的建档立卡户也过来做事，为梨树追肥，耕

地，“农机手开一天车也能耕地 15 亩，收入

750 元，6800 亩耕完需要大半个月，总计 30
多万元的开销，我们出一部分，政策补贴一

部分。”

合作社成员、建档立卡户贾小军就是

受益人之一，他除去每年在合作社打零工

能 挣 3000 元 ，同 时 还 被 聘 为 合 作 社 农 机

手，干得勤快时能月入过万。

按照王国辉的计划，除了种植经济林，

还要在当地打造起一片现代化的种养殖基

地，今年养牛场存栏量已达 30 头，随着当

地近郊休闲采摘农业的发展，预计年营业

额将超过 80 万元。

如今在石楼县，同王国辉一样回乡就

业创业的青年逐渐增多。在石楼县人社局

局长王喜平看来，产业扶贫已经成为当地

脱贫的重要抓手之一，而返乡创业的青年

则是这片水域中的鲇鱼，他们有一定的资

金、整合能力，也有回报乡亲的热忱，未来

值得期待。

回乡创业 6 年，我其实是农民＋欠债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自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布楞沟，35
岁 的 东 乡 族 青 年 马 阿 力 木 再 也 没 想 着 离

开。20 多年前，为了生存，年仅 14 岁的马阿

力木迫不得已离开家乡；如今，他下决心要

安下心来，创一番事业。马阿力木觉得，“家

乡变了，充满了希望”。

布楞沟，东乡语意为“悬崖边”，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高山乡一个

大山深处的小山村，一度是当地最偏僻贫

困的村。“那时，村里没有学校，要上学

就得翻越大山，走几十里山路。”到了上

学的年龄，马阿力木和村里很多小伙伴没

能上学，整天在大山里游荡。

年纪大一些后，马阿力木开始跟着父

母上山劳动。布楞沟干旱少雨，农民辛苦

劳 作 ，收 成 却 十 分 有 限 ，很 多 人 家 生 活 贫

困，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真正感受到生存

的压力，是马阿力木 14 岁那年，父亲因病

去世。马阿力木是男孩中的老大，生活的重

担一下压在了他的肩上。可在布楞沟，再辛

苦劳作，也难以维持基本温饱。1999 年，只

有 14 岁的马阿力木选择走出大山，“只有

出去才能让一家人看到希望”。

经人介绍，马阿力木来到兰州的一个

土 建 工 地 ， 没 念 过 一 天 书 的 他 只 能 干 搬

砖 、 扛 沙 子 、 搅 拌 混 凝 土 之 类 最 辛 苦 的

活儿。勤劳又能吃苦，几年下来，马阿力

木除寄一部分钱补贴家用，自己也攒了一

小笔钱。东乡农村有养羊的习惯，也带动

了一批以贩羊为生的小生意人。听说地处

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农村大量养羊，也

有 老 家 羊 贩 子 在 河 西 地 区 贩 羊 ， 2008
年，马阿力木开始尝试做羊贩子，“运气

好了，一只羊也能赚上百块”。

做小生意比干小工轻松一些，可做买

卖与人打交道需要动的脑子也多，马阿力

木 逐 渐 意 识 到 没 读 过 书 给 自 己 造 成 的 障

碍，从那时起，他开始努力学习，识字、写

字，练习简单的数学计算。

常年在外，马阿力木也在关注着家乡

的发展。2013 年，布楞沟进入新纪元。当年

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翻山越岭，来到海

拔 1900 多米的布楞沟村，入户看望老党员

和困难群众，并留下了“要把水引来，把路

修通，把新农村建设好”的殷殷嘱托。

很 快 ，沉 睡 了 千 百 年 的 布 楞 沟 醒 了 。

由中石化援建的水泥路开始动工；异地集

中安置的新农村开始奠基；世代盼望的自

来水翻山越岭铺设管道；幼儿园和小学校

开始新建；一条链接东乡县城和外界，横

穿布楞沟村的二级公路开工新建⋯⋯

“布楞沟要发生巨变 。”这是 2013 年

回老家时，马阿力木个人的强烈感受。他

决定留下来，不去外面奔波，就在村里找

机会、谋发展。

刚开始，看到村里到处都是工地，给的

工钱也 不 错 ， 马 阿 力 木 就 在 家 门 口 的 工

地 上 干 活 儿 ，“ 每 天 都 能 回家，和家人在

一起”。

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新布楞沟村在大

山深处展露新颜；平整的水泥路修到了村

头，分散在山沟里的农民搬进了集中新建

的新农村，清亮的自来水通进了家家户户

的院子里，新建成的学校里传来朗朗的读

书声，联通外界的二级公路在村里专门修

了服务区⋯⋯

布 楞 沟 在 变 ， 马 阿 力 木 的 思 想 也 在

变。在村里务工那几年，他积极学习，通

过移动互联网了解外面的信息。听说黑枸

杞行情好，他尝试在村里种枸杞，由于市

场行情大幅波动，虽没挣到多少钱，但他

对市场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村里办起

了扶贫车间，他第一时间让妻子报名在扶

贫车间上了班；村上开办幼儿园，他第一

时间给孩子报了名。“一定要大胆尝试、探

索新事物，有行动，加上不断学习，就会

有未来。”马阿力木说。

去年，村里决定发展集体产业，尝试木

耳种植，马阿力木第一个响应号召。木耳种

植有一定的技术门槛，需要技术培训，马阿

力木和妻子报了名，被村上选中，前往临近

的那勒寺乡参加集中培训学习。

“温室大棚的温度如何调？如何浇水

施肥？怎样采摘⋯⋯都有讲究，是很精细

的工作。”今年 4 月，马阿力木和妻子培

训结业回到布楞沟村，和村委会一班人开

始筹划木耳产业发展。在帮扶单位中石化

的支持下，他们很快在山沟里搭建起了 6
个木耳大棚，开始尝试培育木耳，时常请

专家前来指导。

“第一茬是我们根据所学进行实地培

育，请专家来指导，培育成功后，再由我

们指导大伙儿来培育，要吸引更多农户参

与 木 耳 产 业 发 展 。” 自 从 大 棚 开 始 运 转 ，

马阿力木和妻子就每天都在大棚里上班，

及时掌握温度、湿度，根据木耳生长情况

进行科学培育。目前，第一茬木耳长势良

好，就等采摘上市。

“ 山 区 的 木 耳 品 质 好 ， 市 场 供 不 应

求。”有了种植黑枸杞的经历，马阿力木

更加重视市场调研，据他实地考察，本地

产木耳因品质好，深受消费者欢迎，一斤

能买到 60 多元，不愁销路。

“在布楞沟的大山里还能种木耳，这在

以前想都不敢想。”高山乡人大主席马如福

对布楞沟村的一切都很熟悉，如今，看到马

阿力木和妻子带着群众种木耳成功了，村

里发展集体产业有了希望，不禁感慨万千。

“路通了、水来了，沟里也有了互联

网，人人都可以上网学习、了解外面的世

界，布楞沟再也不封闭了。”马阿力木决

心不断学习，把木耳种植技术掌握好，传

授给更多的农民，大伙儿一起投身这个富

有“钱景”的产业，一起致富奔小康。

昔日苦瘠甲天下，如今彻底变了样。近

年来，前来布楞沟村观摩学习的人越来越

多，马阿力木又有了新想法，要开一家农家

乐 ，“让 来 的 游 客 能 品 尝 地 道 的 东 乡 农 家

宴”。他已经找了一块空地，就等相关部门

批准，尽快启动。

听家乡号召 在沟里掘金

扫一扫 看视频

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8 月 16 日，天津香

格 里 拉 大 酒 店 自 助 餐

厅服务员为顾客服务。

日 前 ， 为 鼓 励 消

费 者 文 明 用 餐，天津

市多家酒店自助餐厅推

出小份菜、半份菜，将

原来的自取就餐调整为

点餐制，并根据当日预

定 用 餐 人 数 和 入 住 率

等 情 况 ， 合 理 分 配 餐

食供应。

赵子硕/摄（新华社发）

王国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