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丽美在大棚里管理西红柿
秧苗。

兴洲村的赵文华正在摘西红
柿。 （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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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宇婷

2022 年 12 月，伴着“加林加林
赛”的佤族歌声，我开启了为期两年
的到村任职生涯。雪林村是云南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的抵边行政村之
一，与缅甸佤邦地区接壤，主要民族
佤族占总人口的 97％。历史上的佤
族没有具体的文字，音乐是他们文
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歌声记录下了
佤族人民的热情与豪迈，我也在歌
声中了解他们、融入他们，从浑身

“书卷气”到满是“泥土香”。
虽然佤族人民热情的歌声没有边

界，但作为“外来的和尚”，我与群众交
流中的一道屏障是语言不通。面对

“语言关”，我积极转变身份，甘当“小
学生”，拜村里的“双语”干部为师，在
努力学习“乡音土话”中拉近干群距
离。我跟着“双语老师”一户一户地走
访，了解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走访
过程中，我慢慢记录下属于自己的“工
作清单”：既有群众的基本信息，也有
佤语的学习记录。从只会一个“莫每”
（佤话“你好”的谐音），到掌握一些佤
族基本交流常用语，从与群众“大眼瞪
小眼”，到“手拉手”唠家常，我找到了
自己的“本心”，也拉近了“民心”。

随着一声声“阿佤加油”唱起，动
听的佤歌也鼓舞着我，用自己的“微力
量”寻找助民致富的“新路子”。通过
不断跟着村干部“上山下河”调研，我

逐渐接触了蜜蜂养殖。雪林村所处的
山区生态环境良好，产出的蜂蜜呈琥
珀色，口感细腻丝滑，但由于“蜜在山
中人未识”，销量一直不尽如人意。我
化身一只“小蜜蜂”，带头向亲友们推
荐雪林村产的蜂蜜，自掏腰包购买寄
给他们品尝。品质过硬的雪林村蜂蜜
被口口相传，口碑换来了销量，我也品
尝到了勤劳收获的“甜蜜”。我相信，
随着生产和销售模式越来越成熟，未
来雪林村的蜂蜜产业一定会节节高
升。

在“山笑水笑人欢乐”的阿佤新歌
里，如何向雪林村的群众宣传党的好
政策，成为我工作的“重头戏”。一开
始，我那“照本宣科”式的宣讲方法并
不奏效，开会发言时，看着群众“昏昏
欲睡”的状态，我一度打起了“退堂
鼓”。村书记开解我：“群众大多与土
地打交道，一些专业的词语，他们听起
来可能有点困难。”于是我及时纠正畏
难心态，结合雪林村创建边境幸福村
的情况，通过图片展示、宣传画和宣传
视频等形式，用诙谐幽默的“本地话”
讲好民族团结的故事，做好民族政策
宣传工作，群众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
容，也有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到村任职
的这段时光里，我与雪林村一同改
变、一同成长，从开始的“一问三不
知”，到如今的“雪林百事通”，我一
路换视角转身份，一步步走好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热情嘹亮
的佤歌声中，书写下属于自己的基
层答卷。

（作者系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
族自治县雪林乡雪林村驻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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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信息
所）在农业智能知识服务产品
发布暨国家农业图书馆平谷服
务站启用仪式上，发布我国首
个农业通用大语言模型，同时
推出农业智能知识服务平台。

据了解，该大语言模型由
信息所携手同方知网共研联
创。大模型聚焦科技创新、科
学决策、学术研究、服务“三农”
四大核心场景，设计了以农业
知识问答为核心的特色能力体
系，重点解决现有通用基础大
模型知识记忆错误、信息时效
性不足、逻辑推理错乱、缺乏专
业知识等问题，突出专业、安
全、可信等特色。信息所副所
长赵瑞雪介绍，大模型可提供
智能决策和知识服务，应用于
种植生产管理、农业气象预警、
畜禽疾病诊断、农业育种管理
等方向，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
生产的效率，预测产能，还能帮
助农民实现可持续高效管理农
业资源。

农业智能知识服务平台则
着力打造“身边的农业知识专
家”。平台对县域数据、农业专
家、农业动态、政策法规、农业
文献、行业报告、农业专利、科
研机构、农业百科、生产数据等
20余类10亿条多模态数据进
行了融汇治理。以农业经营主
体智能化信息需求为导向，以

“智能感知+精准服务”为突破
口，构建了具有线上线下交互
能力的农情预测、知识问答、个
性化推荐以及产销自适应协同
的农业智能知识服务云平台，
面向农业农村提供多场景服
务，实现信息随手握、种养全程
导、在线有人帮。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表
示，农业智能知识服务平台
和大模型的发布，标志着我
国在农业智能化道路上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新一代数智
技术正在为农业科技创新和
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大的科技
动力。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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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这黄色的、白色的粘虫板，可以
诱捕不同的虫子，这是物理防虫法。
我们的西红柿不打农药，不使用化肥，
以此保证它的口感和安全性。”站在大
棚里，王丽美讲起西红柿的种植管理
头头是道。

30岁，高高的个子，皮肤白皙细
腻，怎么看王丽美也不像和土地、大棚
打交道的姑娘，但她确实在河北省承
德市滦平县兴洲村种出了一棚棚尝一
口就让人喜欢上的西红柿。

“总得有人留下来”

人生原本设定好的路线，走着走
着就会改变。

18岁时的王丽美梦想着周游世
界，于是考大学时选择了河北旅游
职业学院，2015 年毕业后做起导
游。但旅游季节性强，每年10月过
后，王丽美就闲下来了。2017年，她
找到离家很近的一家蔬菜种植合作
社上班。

不曾想，王丽美在这里对农业“动
心”了。

“待了两年，每天和农民、蔬菜打
交道，我对农业逐渐产生了兴趣。”王
丽美说，“种树、种菜，看着小芽苗一天
天长大，然后开花结果，就跟养自己孩
子似的，那种感觉挺不错的！”

2019年4月，合作社因经营不善
转让，王丽美决定接手，她的这一举动
遭到了亲友的反对。可王丽美有自己
的想法，“有些年轻人想跳出农业，离
开农村，但农村得有人守，农业得有人
干吧，不能都出去！”

王丽美成立了滦平新硕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硕农业），和合
作社签下了20年的租赁合同。但真
正投身农业，对她来说还是颇具挑战。

“我琢磨过合作社经营上的弊端，
比如管理上存在一些漏洞，产品在市
场上竞争力不够等。”王丽美告诉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她要从合作社曾
经的失败中蹚出新路来。

“第一年主要交学费了，从管理
到选择种植品种，都在摸索着走。”第
二年（2020年），在大量市场调研的
基础上，王丽美决定改换品种。“专家
推荐了一种进口西红柿品种，种子按
粒卖，像黄金一样贵。为了引进这个
品种，我把家里的房子、车子全抵押
了。”

王丽美孤注一掷，从头学起。头
两三年，她不是待在园区，就是到高校
或其他蔬菜种植基地学习，努力去搞
清楚别人是如何种植、销售蔬菜的，回
来后再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绿色
蔬菜种植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
2020年年底，公司的西红柿优等果数
量实现了有效提升，经济效益也明显
变好。

原本对种植一点儿都不懂的王丽
美，现在熟知从育苗到定植以及西红
柿常见的植物病虫害等专业知识，并
于2021年考取了中级农民技师证。

“认定的事儿就勇敢去做”

“每个棚长100米、宽8米，占地
1.2亩。”走过一排排大棚，王丽美向记
者介绍着大棚种植情况。

“2020年至今，我们每年都在50
多个棚里种植进口品种小红番，到现
在也没有找到能替代它的。”王丽美
告诉记者，西红柿品种淘汰比较快，
每年她要拿出几十个棚做试验，和北
京、天津的种子公司合作，筛选优质
品种。

“现在试种的品种有几十个，稳定
供应北京十多家超市的西红柿有三个
品种。”王丽美介绍，“如小红番品种，
一茬5个月，一等产量达到6000斤，
在北京1斤能卖到40元。”

认真耕耘会有收获。现在的新硕
农业发展为集育苗、新品种、新技术试
验示范、冷链物流等于一体的现代化
农业生态园，建有高标准日光温室
279栋，冷棚30栋，智能化育苗工厂
9331.2平方米。公司主打产品为口
感型番茄“一番炸”系列，十余个蔬菜
品种，与北京大型连锁生活超市建立

了长期的供销关系，年供货量达2700
余吨。

人生的舞台从自然景区、文化景
点变成农村田野、白色大棚，这期间，
王丽美背负过上千万的负债，经历过
不被理解的艰难时刻，但她没有退
缩。她说：“我认定的事儿，谁也劝不
了，勇敢去做就好。”

和乡亲们一起追求美好生活

走进一个大棚，兴洲村52岁的
妇女赵文华正在摘西红柿。“天气太
热，我早上6点就来了，两个棚摘完
差不多11点，一会儿再到车间分拣，
晚上我们的西红柿就到北京的超市
了。”

赵文华家的10多亩地租给了新
硕农业，四五年前她就到这里上班。

“在这里上班离家近，骑车三五分钟，
照顾家人、干家务活儿都不耽误。”

王丽美夸奖赵文华，“她天性乐
观，人也勤快，她管护的大棚在园区里
产量高、品质好。我们对员工也有激
励措施，每个品种制定基本的产量基
数，超出部分每斤奖励工人1元，干得
好的工人最多每月能赚到 8000 多
元。果品的产量和质量也整体提高
了。”

记者了解到，2019年以来，为响
应脱贫攻坚号召，新硕农业共流转2
个行政村500余户农户土地，每年给

付土地流转资金153万元，其中惠及
建档立卡贫困户196户、656人，让每
户每年足不出户就可获得土地流转资
金3000余元。另外，公司还雇佣112
名工人在园区内务工，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64名，年可获得工资收入3
万元以上。

新硕农业因为发展良好、增收稳
定、带贫效果明显，已经成为河北省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王丽美也先
后获得了“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
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现在，王
丽美又多了两个身份——滦平县妇联
执委、公司妇联主席，“在家乡的土地
上，带着父老乡亲一起靠双手追求美
好生活，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她由衷
地说。

西红柿种植的成熟经验让王丽美
信心倍增，她盘算带动滦平其他农业
企业一起做订单西红柿。王丽美还向
记者透露，已经在北京密云承包下
2000亩地，也打算种植“小红蕃”品种
的西红柿。

今年，王丽美在专业团队的支
持下，对园区的种植结构进行了调
整，分出来一半大棚种植葡萄。她
说：“乡村振兴是个宏大命题，我不
敢说自己在其中能起多大作用，但
我愿意尽绵薄之力，带动我们滦平
的设施农业发展，带动家乡的父老
乡亲就业。”

王丽美王丽美：：愿尽绵薄之力带动家乡农业发展愿尽绵薄之力带动家乡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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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舞台从自然景区、文化景点变为农村田野、白色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