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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很少有人知道，近年来，我国
水产养殖因病害导致的年均经济损失高达
500多亿元，其中病毒性疾病是主要因素。”
说这话的时候，邵玲有些心疼，“和人一样，
鱼也会被病毒感染，也可以打疫苗，只是商
业化的疫苗种类较少。”

邵玲，上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由于家
乡多池塘，养殖业发达，她从小就与水产结
下了不解之缘。早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
研究所学习时，她就听闻了不少鱼虾因感
染病毒大批死亡，养殖户一筹莫展，最终不
得不蒙受巨大损失的案例。后来她意识到
水产疫病防控的重要性，与其等鱼虾长大
后患病，不如在早期进行检测，早发现早止
损。如今，在很多养殖户眼里，邵玲就像是
个给他们的鱼虾看病的医生。

作为“新农人”，邵玲先后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
目等，并入选 2021 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

“启明星”人才计划。顶着这些“光环”，真
正让邵玲滔滔不绝起来的居然还是鱼虾生
病的话题。

“你知道吗？光虾的病毒就多达10来
种，真的是防不胜防。我们研究人员现在
重点做的是提高鱼体和虾体的抵抗力，手
段有很多，比如通过益生菌、绿色生物制剂
等。此外，我们还通过研发更灵敏的检测
方法，防止早期患病的‘漏网之鱼’。”邵玲

说，既然在治疗上很难下手，她和团队成员
的工作重心是帮助养殖户做前期防控，在
早期苗的阶段就做好预防。

邵玲与基层养殖户保持紧密联系，承
担养殖户送检的亲本、苗种和患病鱼类、虾
类等疾病检测工作，并主动为养殖户提供
治疗案例分析、规范用药等技术服务工作，
帮助养殖户科学、健康、绿色养殖，教他们
疫病防控的办法。

只要有电话来，她就像救火队员一样

及时赶到。她笑称，自己接听的是水产类
的12345。今年10月底，她突然接到电话，
一位养殖户焦急万分地求救。她和同事们
赶到现场时发现，这个足足有500多亩的鱼
塘，不少螃蟹趴在岸边一动不动，生命垂
危，如不及时处理将是一大笔损失。她和
同事迅速采了水样，研判出是螃蟹感染了
严重的寄生虫。在对症下药后，螃蟹逐渐
康复如初，为养殖户解决了一大难题。

实验室里经常可以看到邵玲的身影。

她热衷于发现病毒的致病机制。比如其如
何引发宿主免疫指标发生改变，看到病毒
感染后，在细胞里哪些蛋白可以表达。再
通过荧光标记和高分辨率的显微镜，动态
观察从一个细胞传到另一个细胞。在邵玲
看来，这样枯燥的观察研究是件“很好玩的
事”。

“虽然病毒治疗很难，但研究人员从未
放弃。比如我们研究所就有专家在给鱼试
用黄连、苦参、板蓝根、蒲公英等中草药，将
中草药煮一煮拌到鱼的饲料里。甚至还给
它们服用小分子等人类药物。”当然，给鱼
治疗也存在难度，这是因为“人是可以口服
药物的。如果将药物拌在饲料里，却没有
被鱼快速吃掉的话，可能药效不佳。现在
有研究人员已经在开发胶囊药物了，是不
是听起来很神奇？”

事实上，除了对科研饶有兴趣，之所
以能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这一领域，使命
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她透露说，这几
年，各地养殖户经常会发现养了两三年的
草鱼浑身溃烂，找不到病原体，这种病俗
称春瘟。全国的专家学者也没有对这类
疾病的病因达成共识。“这种病通常在春
季水温比较低的情况下暴发。上海也有
检出过，一旦遇到就需要捕杀，养殖户的
损失很大。我国是养殖大国，水产养殖占
全世界的60%~70%，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水
产病毒感染，后果不堪设想。”

新渠道
“互联网+农业”在金山落地
陈建宇目前的身份是上海盛致农副产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建宇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盛致公司在陈建宇的父
亲手中创立，2013年起在当地进行大米种
植和农产品收购，陈建宇也开始熟悉起“稻
米产业”。

初涉“农圈”，陈建宇常常自嘲：“能力
跟不上想法。”作为带着新农业理念进乡的
大学生，陈建宇想的远不止“一亩三分地”
的生意经。父亲看出他的心思，特意领着
他下地，捧着一根稻穗问他：“这上头最多
能有多少粒稻子？这亩地产出的稻谷加工
利润达到多少才能不亏本？”父亲的“敲打”
让陈建宇醍醐灌顶，也让他愿意沉下心扎
到田间地头，从此，刮风一身土，下雨一身
泥成了生活常态。

在农业一线打拼下来，陈建宇渐渐感
到，农民要致富，销售是关键，必须要从农
产品推广形式上“破题”，“金山一年四季农
产品不断，老百姓不担心种不好地，而是担
心没销路。我肯定要走一条不一样的经营
模式。”陈建宇告诉记者。

2015年，陈建宇把直播间开到了自己
的农家小院里，拿自家大米直播“试手”，反
响不错，这也让他更加坚信农产品“触网”
的广阔未来。需求认定、功能实现、支付对
接……陈建宇建立电商团队后，啃下一根
根硬骨头，和团队经历了无数个挑灯夜战
后，2016年4月，“来金山白相”电商平台
终于成功上线，实现了“互联网+农业”在
金山的落地开花。目前，平台与44家（户）
绿色瓜果基地、3家绿色有机蔬菜基地达

成产品销售协议，与淘宝、抖音、东方购物
等6家平台建立销售合作关系。

根据“来金山白相”电商平台的统计，
从2016至2022年，平台累计销售额超过
了6700万元，农产品“上网”激活了乡村振
兴“一池春水”。在金山区农委和朱泾镇的
帮助下，2021年，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
体在新泾村成立，陈建宇代表公司携手新
泾村推出稻米区域公共品牌“稻花湾”，越
来越多的农户加入稻田“大家庭”。“三年来
我们的收购价均高于市场价，我们兑现了
让村民稳步增收的承诺。”

新方向
种粮智能化，包装年轻化

今年丰收季，金山区朱泾镇的水稻田
分批进入收割期，盛致的大米加工厂位于
朱泾镇新泾村内，占地 4500 多平方米。
加工厂各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一袋袋印有

“稻花湾”字样的新大米从流水线上滚动
入箱，陈建宇这段时间在稻田、工厂、商超
连轴转。

当初，盛致在金山起步，成立粮食购销
企业，打通购销通路，也获得周边农户的信
赖。这几年，陈建宇除了利用各种机会学
习新型农业技术，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老
乡下地，或是和农科院科研人员进实验室

“取经”，建一个“智能化稻米加工厂”的想
法也渐渐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青年报记者跟着陈建宇走进加工厂的
二楼，透过玻璃长廊能看到智慧稻米加工
基地完整的流水线，十多台机器对应着十
几道工序在这里按序排列，去石机、流量
秤、砻谷机、谷糙分离机、厚度分级机……
这里还有三台色选机，能对稻米进行品相

筛选。“我们还有一个先进的智慧加工设
备。”陈建宇说，经过常规加工后的大米，由
于米温高会破坏营养价值，还会增加能耗，
在使用了智慧加工设备后，不仅能降低米
温、减少能耗，还能提高出米率，“原来出米
率在60%到65%，如今出米率能提高1个百
分点，也就意味着能多卖出大米。”

此外，工厂还创新开发了智能化管理
设备，“主要是对农户种植亩数、生长情
况、预估产量、实际产量、入库出库稻米数
等模块进行数字化统计，这样既能整体预
估当年的产销情况，又便于进行精细化的
动态管理，进而提升全链条的流通效率。”
陈建宇介绍道。在他看来，要构建“全产
业链融合、多功能聚合”的现代稻米生态
产业化链条，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插上智
能化的翅膀。

重新设计大米包装、让包装年轻化是
陈建宇构想的新方向。去年，陈建宇就萌
生了重新设计包装的想法，面对年轻人的
日益提高的审美要求和越来越注重健康饮
食的生活习惯，他觉得包装规格和样式都
需要改变，“我甚至想在外包装上标注碳水
化合物含量有多少，精白米和糙米如何配
比才能吃得更健康。”

陈建宇通过“我为乡村种风景”长三角
青年乡村振兴设计大赛联系上了东华大
学，牵手东华师生对大米包装进行了整体
设计。包装图片运用到了如花开海上景区
等金山朱泾的特色地标，风格表达上采用
了非遗木版画，主色调有绿色、橙色、橙红
色等，视觉上焕然一新。不久的将来，这些
新包装就会运用到实际中。

新未来
将科技融入稻米文化馆

打造稻花湾稻米文化馆，依托数字赋
能，全景式地展现“一粒米”的故事。这是
陈建宇面对的新未来，他想让水稻文化插

上科技的翅膀，让更多孩子了解稻米文化。
走进陈建宇的新工厂，一楼是稻米文化

展示空间，二楼除了有玻璃观光长廊可以参
观在流水线上稻米加工的全过程，将来还会
设有稻米衍生品品鉴区、活动学习区，在专
设的VR体验室里，通过VR互动展示屏来展
示稻田生态系统，“眼前有成片稻田，旁边有
水渠，还能养殖小龙虾等，通过沉浸式VR体
验室来调动参观者的触觉、味觉、视觉等各
方面的感受，增加体验度。”另外可参观的实
验室里已经放置了大米外观品质检测仪、大
米食味值测定仪等仪器，青少年可以动手参
与大米质量检测。

陈建宇介绍，明年稻花湾稻米文化馆就
可以开放，将来可以与新泾村乡村振兴示范
区内的和美乡村展示馆、青少年研学基地、
创客空间等形成互动，形成一条完整的打卡
路线，“我还打算让展厅与户外联动，融入AR
技术，设定手机寻宝路线，届时大人带着孩
子用手机扫一扫开启寻宝打卡，科普稻米知
识，不仅跑起来也学起来，让亲子陪伴更有
意义。”

根据陈建宇的构想，未来，村民不仅是
稻农，也可以是职员、向导、合伙人，而市民
游客在新泾村，既可以感受朱泾的稻米文化
和四季之变，还能够沉浸式体验“从一颗稻
到一粒米的旅行”。

从电商平台到“稻米产业化联合体”，
再到如今打造“稻米文化馆”，陈建宇扎根
农村，心向农村。生逢盛世，恰逢其时，这
次能获得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
号，让陈建宇兴奋之余又觉得责任在肩，他
表示会继续做大做强金山的稻米产业，打
响稻花湾品牌，继续延伸稻米产业，而植入
科技与技术，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想法和
思路则让陈建宇忙得不亦乐乎，“目前正快
马加鞭打造好稻花湾稻米文化馆，明年将
脑中的想法一一落实，农文旅结合，为产业
创造更多的附加值。”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实习生 林千惠

本报讯 让汽车维修技术走入乡村，在
乡村培养、孵化汽车维修技能人才，上海晨
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首席技师
郝龙以自身技术专长，投身“扶智乡村振
兴”。一间间明亮的教室，一位位顺利就业
的学员，一笔笔爱心捐款，一次又一次的

“千村课堂”教学，郝龙授之以鱼，更授之以
渔，通过技术培训和资金捐助，帮助乡村青
年快速成长。近日，这名上海市青联委员、
长宁区青联副主席还荣获第二届全国乡村
振兴青年先锋称号。

走出乡村再回望
郝龙的经历俨然是一位农村青年的奋

斗史。他从修理厂汽车维修工做起，依靠
日益纯熟的汽车维修技术，稳扎稳打，由一
位普通农民工一步步成长为技术总监。“走
出乡村”的经历融入了他个人成长史。
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郝龙成了郝老

师。当时，参加一次帮扶活动的郝龙来到
了云南红河州，走进乡村的技能培训学校
进行技术指导。在那里，郝龙遇到了不少
想要学习专业技能的乡村青年。相似的成
长经历让他感受到这些青年对知识、技术
的渴求，以及走出去的强烈愿望。“不少人
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一直没有走出过红
河州，他们还是想走出去的。”郝龙说。

然而，乡村缺乏硬件和软件，设备较为
落后，单靠这些青年的满腔热情，梦想恐怕
无法实现。这次活动让郝龙萌生了帮扶乡
村的想法。恰逢脱贫攻坚关键节点，当地
政府同样期盼青年能成长成才，走出山
村。种种契机之下，郝龙和当地政府开展
了合作，在云南金平县创建了上海市长宁
区培城对口帮扶职业技能培训孵化基地，
开展叉车驾驶与维修的技能培训。

回想起这段经历，郝龙用“不容易”来
形容。当地资源匮乏，建设孵化基地并不
是件易事。为了给予当地学员最好的教学
条件，郝龙费了许多心思。“当地政府给予
了四十万元资金扶持，我们垫资了二十万
元。”郝龙说，这些资金全部投入到改善教
学环境和学生生活上。一方面是给金平县
带去现代化的设施设备，比如在职业技能
培训孵化基地搭建了两间可容纳百人的多
媒体教室，搭配LED大屏、书桌、音响等，以
良好的硬件设施助力学生学习。“教室会用
于远程授课，上海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向学
生们提供远程教学，从前期的学习到后期
上海公司的面试考核，都能在多媒体教室

完成。”另一方面，则是改善学生日常生
活。许多学生来自大山，家境贫穷，没有能
力负担更多开支，基地便划拨了部分资金
用于学生餐饮。基地还和职高学校食堂联
系，为学生提供免费的一日三餐，并承担他
们的一部分住宿和交通费用。

学习与就业并重
培养汽车维修技术需要理论，更需要

实践锻炼。郝龙深知这点，他将培训分为
了两部分。培训基地主要负责为学生们讲
解理论知识，比如叉车的结构、工作原理、
常见故障等，帮助学生们熟悉理论。实操
部分，他们则和云南当地一所从事叉车驾
驶鉴定相关的学校合作，在学校进行实
训。“学生完成培训后要参加相应的考核，
若考核通过，能获得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特种作业叉车证书。”郝龙说，他非常清
楚，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这本小小的证书
不啻于一条通向山外的路径。

郝龙明白，要学好技术，重要的是和现
代化的标准、流程接轨，他特意与日通、安
吉等知名物流公司联系，给学员做技术培
训。“这些公司有着标准化的流程，像日通
做的是国际物流，叉车除了叉普通的箱子，
还要搬运很多贵重物品甚至是精密仪器。”
针对叉车驾驶与维修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
题和意外情况，郝龙会传授给学员运用知
识、注意事项、应急措施等，帮助他们适应
标准化的叉车流程。

在乡村教学，有时难免遇到一些问题。

郝龙告诉记者，基地中有很多学员平时生活
在大山里，很少和外界接触，理解、沟通能力
相对弱一些，学习上更是吃力。为了帮助他
们迎头赶上，基地针对性地开展了基础知识
课，教授他们物理和数学知识。

“只要他们考出叉车证书，就有机会到
上海就业。”郝龙说。教学之余，基地也促
进学员就业。上海市长宁区与云南省金平
县对口，多部门发力与企业合作，为学员安
排就职企业，让乡村汽车维修技能人才走
入城市。为了让家境贫困的乡村学员无后
顾之忧，能顺利进城就业，从考证、交通，再
到住宿，郝龙都提供了资金资助。

“稻米青年”陈建宇 讲述“一粒米”的故事

“植入科技技术，带来新玩
法和思路，可以让农业更简
单。”90后陈建宇一头扎进农田
里已经第十年，自建“来金山白
相”电商平台，承接稻花湾大米
品牌，如今正在为青少年打造
稻花湾稻米文化馆，数字化讲
述“一粒米”的故事。

新农人陈建宇刚获得第二
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
号。说起自己的新想法，“稻米
青年”陈建宇始终乐此不疲，

“忙不完！根本忙不完！”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为养殖户解燃眉之急“鱼虾医生”邵玲

授人以渔，连通城乡“叉车先生”郝龙

邵玲（左二）在鱼塘。 受访者供图

陈建宇围绕“一粒米”作了不少文章。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