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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融合
遵循“中医农业”种植水稻

走进位于松江区新浜镇土
是宝合作社的水稻主产区，稻田
叠翠，满目葱绿。90后的何杨阳
是土生土长的松江新浜镇人，大
学毕业后先在一家科技型企业
工作了两年，然后选择了返乡创
业，创建了土是宝农业合作社。
大学生从事大米种植，自然不会
像老一辈使用传统的种植方
法。在合作社，570亩的稻谷生
产实现现代农业与传统中医的
跨界融合。

“利用植物相生相克的原
理，肥料使用地龙肥和有机肥，
病虫害方面通过提取中草药中
的苦参碱和狼毒来进行防治。”
何杨阳补充道，通过合作单位的
技术支持，整个稻谷生产过程全
部原生态，不用除草剂，除草只
用人工。稻谷从浸种、播种、田
间管理到采收整个过程，实现

“零化肥”“零农药”。
面对暖冬、梅雨期偏长、雨

量较多的气候，水稻的收成会受
到影响吗？何杨阳坦言，肯定会

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程度并不严
重，究其原因还是采取了“中医
农业”模式。生物体本身就有千
万年演化的营养共生和防虫抗
病系统，中草药提取物使害虫和
杂草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对人畜
和环境影响更小，也可以减少农
产品生长过程对化学农药的依
赖。

松江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农业科技发展需要“借智借
力”，区农委将加强与农业科研
院校合作，通过建立农业科研基
地和科技入户等方式，使农业科
技成果更切合实际，为生产服
务。

智慧农业
无人机精准施药作业

现代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智
慧农业的推进，如今无人机结合
物联网精准施药作业成为一大
趋势。在土是宝合作社，有十多
位社员都是“开飞机”的好手，他
们开的是无人机。

“大米的生产为什么不借助
现代无人机技术来减少人工投
入？”面对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

逐渐减少的现状，曾在科技型企
业工作的何杨阳决定把无人机
的技术运用到大米的生产中，为
此他自费让30位社员参加了无
人机操作的培训班。市面上，无
人机培训费在6500元左右。30
位社员的培训费用并不算少，何
杨阳却觉得很值得。土是宝是
上海市科委下属上海科学技术
开发交流中心的无人机农业应
用试验基地，田间的高科技在减
少人工投入的同时，大大提高了
农业生产的效率。

起初，当地农户的想法比较
传统，并不完全相信无人机喷施
的效果，何杨阳说就连他的父母
也并不完全认同。但当一年后，
农户看到试验田的庄稼收成后，
他们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农业
无人机除了喷施中草药制剂外，
还可以进行土地测量，农作物病
虫害、农作物生长监测等。何杨
阳介绍道，无人机每小时作业面
积可达100亩，比传统作业效率
高40倍，而且雾化效果更好、喷
洒也更均匀，每亩可节约用药成
本20-30元。

如何让消费者信任这套科

技生产方式，实现数据可视化？
何杨阳指着显示屏上的粮田介
绍道，最近筹划的“数字”农业已
取得新进展，通过在植保机械上
搭载传感器等方式，点击某一地
块的图标，即可获得施肥、打药
等田间管理信息，这些数据可以
即时传输在线平台。“定向客户
可以在线关注植株的生长过程，
这样畅通了与客户之间的信息
沟通。”

硬核科技
航天育种选育更优更新

种子带上太空不再是科幻
小说里的情景，为了选育出更优
质的大米种子，“技术控”的何杨
阳与合作单位把松江大米种子
真正地送上了天。“航天育种”在
不少人看来，听起来像是新名
词，其实已经伴随人类的航天事
业走过了三十多载。航天育种，
就是将普通种子送往太空，使其
在太空中的独特环境下进行变
异的育种方式。

今年7月，经历3天的航天
旅行后，合作社先前交付给北京
航天育种部门的 25 克、1000 粒

的松江大米种子又回到了合作
社。“经历航天环境对大米种子
的‘转换’，这些种子可能发生在
地球环境中无法产生的变异，其
中可能选育出更高质量的大米
品种。

何杨阳介绍说，通过太空飞
行器将松江大米种子带上太空
后，利用特有的太空环境条件，
如宇宙射线、微重力等因素对植
物的诱变作用，使种子产生各种
基因变异，再返回地球选育出水
稻的新品种。

相比其他的地面育种方式，
航天育种缩短了育种的周期，同
时因为天空环境的特殊性，可能
产生地面无法产生的有益变
异，从而助力于松江粮食种植
的品质。同时，何杨阳也坦言，
太空育种具有不确定性，“并非
送上去的种子都会产生变异，
也并非产生的变异都是有益的
变异”。考虑到选育工作专业、
繁复，为此合作社将航天“种
子”交予了松江区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等专业部门，希望借助
专业力量培育最终具有稳定性
的“太空种子”。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红旗颂》《我和我
的祖国》《不忘初心》……近日，
愚园路上缭绕的红色音乐之声
在街区久久回响。一条愚园路，
半部近代史。江苏路街道党工
委结合愚园路独有的历史风貌
和红色文化，以“演讲+演奏+演
唱”的方式，创新打造了一场主
题为“愚园路上”的“四史”学习
教育开放式音乐党课。

“愚园路1376弄，一栋灰色
三层小楼，这里曾是党中央机关
期刊《布尔什维克》的编辑部。
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罗亦农、恽
代英、邓中夏等在这里亲自执

笔，一篇篇檄文像利剑刺向敌
人。在愚园路江苏路口的永乐
邨 21号，1947年5月，中共中央
上海局机关在这里成立……”

舞台上响起了新中国第一
代著名播音艺术家、江苏社区居
民陈醇的声音，《布尔塞维克》编
辑部、中共中央上海局等革命旧
址，他娓娓道来愚园路上的红色
故事，重温红色记忆，感悟初心
使命。

在愚园路，有目前上海地铁
客流量最大的地铁2号线，与之
交汇的地铁11号线，全长约82
公里，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地
铁线路。原申通地铁党委书记、
董事长、江苏社区居民应名洪出

现在音乐党课中，讲述了愚园路
沿线的地铁故事，“从愚园路最
初的叮当车到现在的地铁，可以
清晰看出上海城市交通的发展
变化。”

音乐党课以“红色印迹——
党史、红旗飘扬——新中国史、
沐浴春风——改革开放史、复兴
之路——社会主义发展史”四个
篇章依序展开，以时间为轴线，
通过“演讲+演奏+演唱”的形
式，依托风貌区红色资源载体，
以媒体融合传播的技术手段，实
现线上线下互动，为党员群众呈
现了一次全新的体验，在音乐中
聆听愚园路上的红色故事，触摸
历史脉搏，强化爱国爱党爱民情

怀。
就在此次音乐党课之前，江

苏路街道党工委充分利用“家门
口”红色资源，全力打造集“看”

“听”“学”三位一体的红色教育

基地，有效形成了一条“愚园路
红色寻访路线”、一堂“行走中的
党课”、一块“四史‘晓’黑板”、一
个“红色志愿宣讲团”等“四史”
学习教育特色品牌。

打造集“看”“听”“学”三位一体的红色教育基地

一堂音乐党课在这条百年马路上开讲啦

“四史”学习教育开放式音乐党课。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90后大学生返乡创业打造数字化智慧农业

“中医农业”让松江大米更香浓
松江大米上市了！“一家煮饭，满弄堂香”，这

句老话说的正是松江大米。近年“松江大米”成功
获得国家地理保护标志，成为沪上此项唯一的大
米类品牌。松江大米的品质和口碑，也吸引着不
少青年人返乡创业。

如今，在新浜镇也有位90后大学生返乡创业
成立了合作社，不仅遵循“中医农业”，还结合无人
机作业打造数字化智慧农业。通过太空飞行器将
松江大米种子带上宇宙，寻找更优的大米种子。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在何杨阳创建
的合作社，570亩的
稻谷生产实现现代
农业与传统中医的
跨界融合。

青年报见习记
者 陈泳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