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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问题越来越

受 到 大 家 关 注 。南 开 大 学

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创业

团 队 ——“ 自 然 卫 士 ”，研

获了一种“以虫治虫”的生

物 防 治 技 术 ，可 有 效 解 决

农药残留、害虫易抗药、环

境 污 染 等 问 题 ，实 现 地 下

防 治 效 率 超 80%，助 农 增

收，又守卫了食品安全。目

前 ，团 队 研 发 出 的 产 品 可

以 防 治 200 多 种 有 害 昆

虫 ，涉 及 上 百 种 常 见 农 产

品 ，基 本 覆 盖 中 国 人 餐 桌

上常见的食材。这种“以虫

治 虫 ”生 物 防 治 技 术 已 被

推 广 至 国 内 9 省 13 市 的

4500 余亩试验田，在韭菜、

番茄、土豆、花生、烟草等

农作物害虫防治方面取得

良 好 效 果 ；累 计 助 农 300
余 户 ，获 得 经 济 效 益 超

1500 万元。

我国常见的农业害虫

约 有 730 余 种 ，每 年 因 虫

害 造 成 的 粮 食 损 失 高 达

600 万 吨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超 20 亿元。使用农药等化

学防治目前仍是使用最广

泛的害虫防治方法，因农

药残留问题造成的食品安

全事件时有发生。

经 过 10 余 年 的 探 索

试验，南开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的师生团队，研获了

一 种 用 昆 虫 病 原 线 虫

（EPN）侵染杀灭农作物害

虫的新型生物防治技术，

可以实现人畜安全、零污

染。“以虫治虫”的原理是，

把对作物无害的昆虫病原

线虫放入土壤中，它会自

己主动搜寻害虫并钻入害

虫体内，将体内共生细菌

释放到害虫的血腔中，导

致害虫患败血症死亡。昆

虫病原线虫继续利用害虫

体内的营养物质发育、繁

殖，又回到土壤后开始新

一轮对害虫的搜索，长此

以往，循环杀灭害虫。

“自然卫士”团队负责

人、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博士生李晶晶说：“如果

把线虫比作核潜艇，共生细菌就相当于核弹头，

EPN 相 当 于 装 有 核 弹 头 的 核 潜 艇 ，极 具 杀 伤

力 ，兼 具 了 天 敌 昆 虫 和 病 原 微 生 物 的 双 重 优

点。”

到哪儿去找那么多昆虫病原线虫呢？研究

团队赴全国各地进行资源调查，建立了全国最

大、世界前列的昆虫病原线虫资源库。

“为了将 EPN 用到田间，进行虫尸剂（昆虫

病原线虫感染的昆虫尸体）的批量化生产的研

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昆虫病原线虫虫尸剂

的规模化生产，日产超过 1000 亩用量。”李晶晶

介绍，他们还成功实现了线虫体外培养，有效解

决了虫源的问题。

实验室的技术成熟后，李晶晶和团队成员

们开启了虫尸剂防治韭蛆的田间试验。韭菜的

农残问题严重，是因为一般喷洒农药的方式对

韭蛆无效，只能采用农药灌根的方式。“施用虫

尸剂一个月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韭菜长势

良好。收获后的韭菜经农残检测，68 项指标均

合格，达到无公害标准”。

除了技术研发，这支学生团队还逐步打通

了生产线、销售网络，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推广

模式。

“ 我 们 提 供 虫 源 ，委 托 农 技 公 司 生 产 虫 尸

剂，通过农技公司在全国覆盖的网点推广技术，

销售虫源。”李晶晶说，他们不仅给农户提供杀

虫产品，还可以帮助其销售农产品，把“以虫治

虫”技术的农产品冠以“阮博士”品牌，通过多个

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提高农民收入。

现阶段，他们主攻黄粉虫虫尸剂田间试验

和固体培养方法优化，完成公司注册；预计今年

10 月完成北方地区推广，固体培养线虫产量提

升。2022 年 10 月，可以稳定获得虫源，建立生产

线。2023 年 1 月正式投产大批量生产虫源。预计

投产首年可以供应 300 万亩蔬菜用量，助农收

益提高 200%以上。

这支年轻研究团队还拥有强大的专家顾问

支持。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阮维斌受邀

担任团队的首席科学家。近 10 年来，他始终致

力 于“ 以 虫 治 虫 ”技 术 推 广 ，已 发 表 论 文 30 余

篇，其中国际合作 10 余篇，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国家发明专利受理申请 1 项，建立了国内最

大的昆虫病原线虫资源库。同时，长期致力资源

环境与粮食安全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美国农业部昆虫病原线

虫研究专家 David 等都给这些年轻学生提供技

术支持。

“我们的虫尸剂产品与其他害虫防治产品

相比，价格最低，防控效率可达到 80%以上。农

民施用后，相比施用农药收益提高 5 倍以上。”

李晶晶说，我国现阶段蔬菜面积约 3 亿亩，仅韭

菜面积就有约 1100 万亩，还可推广到草莓、玉

米、中草药种植，以及城市林木、高尔夫球场养

护项目等，市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南开学生团队

﹃
以虫治虫

﹄
解决农残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实习生 马晓晴

从月入 7.7 元到担任外贸出口公司总经理，从一

个 人 打 拼 到 带 领 59 名 残 疾 人 、380 多 户 贫 困 户 和

1386 名村民脱贫致富，在第 25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获得者杨淑亭眼中，当年的那场车祸险些关闭了

生命之门，创业则为她的人生重新打开一扇窗。

“轮椅厂长”

杨淑亭的家乡位于湖南省西部的邵阳市城步

县 ， 这 里 曾 是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 2011 年 的 一 场 车

祸，不仅让 20 岁的杨淑亭从此与轮椅相伴，也给

本不富裕的家庭带来 27 万元债务。杨淑亭在家乡

的小木屋度过了一年半浑浑噩噩的时光，甚至多次

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

朋友想让她摆脱煎熬，建议她在网上寻找机

会。2012 年，杨淑亭在网上做起了游戏代练和广

告点击。第一个月，杨淑亭只赚到了 7.7 元。在旁

人眼里这近乎一个笑话般的故事，但对于一度陷入

颓废的杨淑亭来说则是重生——“今天能赚到 7.7
元，也许明天可以有 77 元或者 770 元。”

她兴奋地在一个残障人士交流群中分享了自己

赚钱的方法。结果出乎意料：不到一年时间，有

200 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残障人士加入进来。“以

前大家都在群里抱怨生活、抱怨命运或抱怨家人照

顾不周，后来群里面的话题变成了一起分享每天的

奋斗和收入。”杨淑亭说，久而久之，她萌生了带

着家乡的乡亲们“赚一点钱”的想法。

杨淑亭家所在的歌舞村地处大山深处，村民收

入来源少。“接触电商后，我发现仿真花的市场很

大。”杨淑亭说，自己有个堂哥已经做了 20 多年仿

真花生意，她也曾做过仿真花网店的客服。2015
年，杨淑亭在村里创办了城步万红花卉合作社，专

业生产仿真花，工厂就开在了自家院里。

“ 周 边 的 乡 亲 都 不 相 信 在 村 里 开 工 厂 也 能 赚

钱。”彼时，杨淑亭的合作社是白毛坪镇唯一的企

业。几个月后，看到实效的村民们陆陆续续加入进

来。“一年下来，每个人大概能有两万元左右的收

入。”杨淑亭说。

除了能在工厂统一制作外，杨淑亭也提供仿真

花配件，方便大家将半成品带回家制作，做好的仿

真花再送回厂里按件计酬，统一销售。同时，针对

行动不便的残障员工，杨淑亭还为他们提供上门教

学和送货服务。

乡村工厂打造原创品牌

有一次和客户聊天，杨淑亭了解到，自己制作

的仿真花卖到了国外。她便萌生了开一家外贸公司

的想法。

2016 年，杨淑亭创办了一家名为“七七”的

科技公司，除仿真花外，还增加了箱包业务。“七

七”这个名字正是为了纪念当初让她重拾希望的

7.7 元。

然 而 ， 拿 订 单 从 来 不 是 一 件 易 事 。 2016 年 ，

当杨淑亭坐了 13 个小时的车前往陕西洽谈箱包业

务的第一笔订单时，一见面就被对方婉拒了。

生产线已建起来了，员工还等着订单发工资，

杨淑亭没有退路。她在网上一家家联系卖箱包的网

店 ， 为 工 厂 寻 找 每 一 笔 可 能 的 订 单 。“ 可 能 问 了

1000 家也不一定有一家从我们这里订货，但即使

只能拿到 10 个、20 个包的订单，对我们来说也是

很大的希望。”

2018 年，杨淑亭创办的企业作为城步县的重

点扶贫企业参加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并获得

了 10 万美元的订单。

“以前只做来料加工利润太薄，有时连员工工

资都包不住。我现在坚定了做品牌的路子，帮助更

多乡亲致富。”杨淑亭在“阿里巴巴脱贫特派员”

刘 寒 的 帮 助 下 ， 2020 年 9 月 ， 历 经 32 张 设 计 图、

18 道工序、11 次打样，带着她的第一款原创包进

入薇娅直播间。让她没想到的是，这款包上线几分

钟，便成交一万多单，总金额达 100 多万元。

3 秒钟抢空了 1.2 万个现货包让杨淑亭目瞪口

呆，但也让她长出一口气：做了 6 年的加工，今天

终于有了自己的品牌，而且一经面世就自带光环。

“一个都不能少”

从第一批箱包订单仅有 10 个学生书包，到目前

实现年出口额 4200 万元，杨淑亭带着越来越多的村

民，足不出户轻松脱贫。

肖明辉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此前，一直通过做

三轮车司机维持生计。听说杨淑亭的公司能帮助残疾

人和贫困户就业，肖明辉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来应

聘。

杨淑亭满口答应下来，但那时公司刚起步，能不

能为肖明辉提供合适的岗位，她心里也没底。

进入杨淑亭的公司后，肖明辉被安排在车间半成

品区的工作台做手工。每个月能拿到 2000 元左右的

工资。

肖明辉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去世后，他每

天都要在公司加班到很晚。在他眼里，公司就是他的

家，孤身一人的他更把同事当作家人。

杨淑亭说，自己能体会残障人士对于工作的渴

望。“他们特别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证明自己配

得上生活的荣光。”

这种能在家加工订单的灵活就业方式，既方便村

民照顾家庭，又让他们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现在，杨

淑亭已经在城步县建成 4 个扶贫车间，加上在家加工

订单的村民，她的员工几乎遍布城步县每一个村庄。

“我今年刚从广东回城步。孩子上小学了，老师

布置作业都在微信群，老人根本不懂。”工厂员工钟

雨凤说，“虽然收入比之前低点，但是能陪着孩子长

大，很值得。”

工作之余，杨淑亭也喜欢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

己的日常生活和致富故事，已经拥有 50 多万粉丝。

今 年 2 月 ， 参 加 完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后，她在短视频平台发了一

条视频。视频中，杨淑亭提

到，“总书记说，‘脱贫攻坚

的 阳 光 照 耀 到 了 每 一 个 角

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

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

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

就 。’ 这 句 话 让 我 深 有 体

会，因为我既是受益者，也

是传播者。”

90后轮椅女孩杨淑亭：

8年帮助1386名村民脱贫致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韩剧《请回答 1988》里德善和伙伴们常常去的

同款自习室，开始在国内大小城市风靡。家在沈阳的

95 后女生薛茗予为了“重拾阅读习惯”，常常到付费

自习室里一学就是大半天。作为付费自习室“深度用

户”，薛茗予觉得，如今的自习室遍地开花，选择多了

也要“货比三家”了，毕竟“你只管学习，其他都要交

给自习室”。

2019 年被称作中国付费自习室的“元年”。这项

在日韩两国拥有成熟市场的共享经济产物，虽然经

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大考曾一度低迷，但作为年轻人

刚需市场，创业者仍在不断入局。艾媒咨询数据显

示，中国付费自习室用户规模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2020 年 中 国 付 费 自 习 室 市 场 规 模 达 167.47 亿 元 ，

2022 年预计将接近 400 亿元。

付费自习室成年轻人的新“打卡地”

薛茗予对两三年前付费自习室的印象是“一间

房、几张桌、开着空调，一天收费 6 元”。现在她发现，

沈阳的付费自习室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正规了。

“有私密空间，环境好，有咖啡和自助打印机

等，自习室就是给环境和氛围付费”，薛茗予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她已经在家附近一间付

费自习室购买了季卡，“和其他自习室不同的是，

这家店分男生、女生自习室，还有休息室可供短暂

躺一会儿，老板很负责任，看到你休息时间长了还

会来催你学习”。

在南京读大学的朱国瑞也发现，去年突击专升

本考试时常去的自习室，到今年已经开了 4 家分店

了。“2019 年在上海了解到有付费自习室时，还专门

去打卡体验。”朱国瑞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选

择在付费自习室学习，也是因为共同租房的朋友不

考试，自己在家复习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在家上完

网课，下午到自习室刷题，一张桌子、一盏台灯，能让

自己沉浸在‘不成功便成仁’的紧张学习中。”

与之前火爆的“星巴克气氛组”类似，年轻人来

付费自习室学习追求更多的是“大家一起营造的学

习氛围”。虽然不是高频需求，但每到考研、考证、考

公等时期，付费自习室的旺季也就到了。在某款年轻

人常用的点评 App 上，自习室俨然已成为“学习培

训”频道里的一大种类，在社交平台分享自习室体验

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

记者在北京望京附近走访发现，各大写字楼里

的自习室面积一般在 100-200 平方米，被划分为可

使用电脑的“键盘区”、需要安静的“静音区”、带有帘

子的“暗室”等，有咖啡、茶饮、文具、充电线等增值服

务，甚至贴满墙的“鸡血”口号和“成功上岸”的考试

回忆帖，都已经成为自习室的“标配”。

来这里学习的年轻人，有的在备考注册会计师，

有的在备战考研，有因疫情留在国内在上网课的留

学生，也有因为遇到邻居装修而过来工作的自由职

业者，更有一批年轻人将自习室当作了“网红打卡

地”，体验时下流行的“沉浸式学习”。

入局容易，但“自习室+”模式难寻

随着消费升级和年轻人消费习惯的改变，付费

购买“学习氛围”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租一间

房配置成自习室模样”，这种简单且低门槛的创业模

式让许多创业者一股脑儿涌入。据统计，2019 年全

国约有 5000 多家自习室。疫情之后，自习室出现井

喷趋势，2020 全年新增数量超过 8000 家，截至今年 3
月，全国约有 1.6 万家自习室。

位于北京东大桥地铁站旁边的自习室是姚女士

兼职开办的，开业已两个多月，每天一下班她就会来

到这里。为了降低激烈竞争下的经营风险，姚女士选

择了加盟店的形式，把“三味 STUDY”品牌引入北

京。“目前这家品牌自习室在上海、苏州、长沙、合肥

等多个城市都有分店。我们看中了成熟品牌背后带

来的引流作用，比在地铁站附近发传单宣传更加精

准。”姚女士说，成立分店前期投入资金 40 多万元，

最 初 一 周 仅 有 几 名 客 人 ，现 在 每 天 客 流 量 约 20 多

人，甚至会有一些学生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学习氛

围，“客户人群越来越广，这个行业需要慢慢来，未来

站稳脚跟后也会考虑打造社群，给来这里学习的年

轻人打造不同的学习交流小圈子”。

因为高复制性和门槛低，开分店成了付费自习

室扩张的主要模式，也有不少经营者和姚女士的想

法一样，想打造“自习室+社群”的概念，来增加用户

粘性。

去年下半年，90 后男生黄钰和 3 名初中同学一

起，在安徽省淮北市开了一家自习室。“2019 年我

们刚了解到付费自习室项目时，淮北还没有一家

店。但去年 6-8 月，一下子冒出来 12 间自习室”，

黄钰坦言，因为没有创业经验，前期选址、装修等

筹备工作就进行了三四个月。“其实这个行业同质

化很严重，区别可能就在装修选材、通风系统等小

细节上。前期投入二三十万元，目前仍处于微亏状

态。我们能想到的未来的差异化运营，也只是卖卖

周边文具、考试资料和社群运营”。

激烈竞争下，一边是新店不断涌入，一边是行

业出现“转让潮”。记者在某点评网站浏览发现，

位于北京各大商圈的写字楼里，既有“尚未营业”

的自习室、刚刚开业的“优选新店”和被网友打出

高分的“老店”，也不乏“暂停营业”标识的“退

场选手”。“自习室行业已经开始优胜劣汰了”，北

京望京的飞跃岛自习室创始人荣富国对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说，看着周边自习室开开停停，也见过

“上个月进场、这个月就关门的”，“自习室行业并

非是暴利行业，也不是大众认为的租一间房就能够

做 的 ‘ 二 房 东 生 意 ’， 关 键 在 于 如 何 长 久 打 磨 产

品，配合用户需求变化来持久提供所需要的氛围，

这是很耗费精力的事情。”据他介绍，每月的分摊

成本要近 5 万元左右，一个月的营业额仅有七万元

左右，“我们理想的回本时间大概在两年半左右”。

早在 2019 年，荣富国和几位合伙人便看到了

付费自习室的市场潜力。当时北京仅有七八家自习

室，趁着新兴行业的“风口”，他们曾在中关村创

业大街和太阳宫附近各开了一家自习室。“疫情后

关停了这两家自习室，我们也不打算恢复这两家自

习室的运营了，行业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还需要再

观察”。

他们尝试过做社群服务，但因为“前来学习的

年轻人有各式各样的备考需求，很难做到相同交

流”；他们也考察过时下流行的无人管理模式，“但

随之而来的是，自习室卫生条件变差了，换水等工

作要客户自己完成，体验感反而下降了”。荣富国

觉得，“还是要把用户需要的安静整洁的环境还给

他们，这是用户来到自习室的最基本也是最高要

求。对于经营者，还是要把精力放在人性化服务，

甚至加入智能产品来应对新需求，这或许是未来的

竞争力所在”。

24 小时营业、无人监管⋯⋯新模式
背后仍存安全隐患

记者走访发现，主打“24 小时营业”和“无人

监管”的付费自习室，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往使用。

但荣富国觉得，这类新模式背后存在的安全隐患让他

无法放弃“有人监管模式”，“首先，24 小时营业会

给一些需要刷夜学习的年轻人提供场所，但这类用户

毕竟占少数，全天候的空调、新风系统等的运营成本

不小，而且熬夜对身体的损害大，这种学习方式是不

应该提倡的；另一方面，无人化管理还会带来更多不

确定性，丢东西是小事，但危害人身安全则是万劫不

复的大事了”。

尽管“三味 STUDY”品牌下也有 24 小时营业模

式，但姚女士也没有过多考虑，“用户多为女生，夜

间还是要注意安全。有人管理模式，虽然增加了人工

成本，但运营起来更加容易控制风险”。有消费者在

社交平台分享说，“因为没有携带身份证，酒店、图

书馆、网咖等场所都进不去，但付费自习室不需要查

验身份证，只要购买了时长，扫码就可进入”。也有

网友在使用自习室后留下了

点评称，“自习室人员密度

大，空气不太流通，环境还

需要改善”。

对于付费自习室售卖的

时长卡、月卡、季卡和年卡，

有用户提出疑问，“和健身房

售卖储值卡一样，如果自习

室倒闭了，没有到期的卡又

该怎样处理呢？”

付费自习室全国开花“新鲜劲儿”过后何去何从

“自然卫士”在田间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实验。

受访者供图

7 月 17 日下午，位于北京朝阳区望京的一家付费自习室里，不少年轻人在学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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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亭在她的扶贫车间工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