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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累，为什么睡不着觉？——每当

夜幕降临，总有一些人难以入眠，其中不少

是“90后”“00后”青壮年。在忙碌了一天

之后，还要捧着手机度过漫长孤独的夜

晚。如今，睡眠障碍人群呈现发生率升高、

患病人群年轻化等新特点。此外，“喝酒助

眠”“白天补觉”等一些常见的做法其实存

在误区。

该怎么应对
“深夜里的忧伤”

□ 苏晓洲 周 楠 周 勉

东风吹绿草，布谷劝春耕。华

南农业大学的温室大棚里，一批经

历过“星际旅行”的“天稻”种子，正

从沉睡中苏醒。这些种子，搭乘嫦

娥五号探测器历经20余天的“环月

旅行”后顺利返回地球，标志着我国

水稻航天育种完成深空空间诱变试

验。如今，它们萌发细芽，让科学家

们充满期待。

这是牛年春耕的一个缩影。千

年农耕文明与耕牛相伴，谱写了田

园牧歌的美丽画卷。近年来，随着

高新科技成果向农业领域快速渗

透，“铁牛”——地面农业机械、“飞

牛”——农用无人机等科技装备当

起了主角，它们上天、入地、联网、高

能，牛年“犇春耕”春意无限、生机

无限。

“新牛”下地“耕”出新希望

春光灿烂，洞庭湖平原油菜花

竞相开放。

一大早，趁着晴好天气，湖南省

汨罗市业兴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农机

队队员们赶到田间，坐上旋耕机。

只听轰的一声，5台旋耕机往前开

动，泥土被划开，紫云英、青草、油菜

被卷起来，再被翻进泥土中，它们将

被沤成绿肥，帮助今年的早稻秧苗

茁壮成长。

带队的翁国一腿泥浆，脸上都

是汗水，“过去用牛耕田，一头牛一

天差不多只能耕1亩，现在机械耕

地，搞起来三下五除二，效率高得

多，像这种旋耕机，一台机器一天差

不多能耕60亩！”

洞庭湖平原是我国双季稻的主

产区。据了解，翁国所在的业兴农

业专业合作社今年计划种植1000

亩双季稻，比去年增加400亩。“有

了这些‘铁牛’帮忙，种田确实不再

那么累，以前一户顶多种10多亩田，

现在全程机械化，可以轻轻松松种

百多亩。”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绿油

油的麦田一望无际，一台台新型植保

机来回穿梭。种粮大户周地帅刚用

新型植保机给小麦施了肥，一个劲地

夸赞它的高效。他说：“以前人工施

肥，一人一天只能施20亩左右，用这

台机器，两个人一天能施300亩以

上，而且设定好用量参数，可以实现

精准施肥，节省成本。”

在春耕的舞台上，除了力气大、

效率高的“铁牛”，还有长了翅膀、功

能多样的“飞牛”。

在广东省台山市汶村镇茭一村

的农田里，何志辉开始了他的表演：

拿着手机，打开应用软件，输入高

度、密度、半径，点击启动图标，一架

无人直播机迅速升起。按照设定的

路线，无人机均匀地撒播水稻种

子。只用了半个小时，近40亩地全

部撒完，过去靠人工播种，需要一个

白天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他说：“无

人机原来只有喷洒农药功能，现在

可以进行多项田间作业。”

何志辉的合作社今年还引进了

自动驾驶犁田系统。花了20分钟学

会操作的何志辉说，以前驾驶犁田

机虽然也节省人力，但操作很费

事。现在安装了自动驾驶系统，犁

田机的作业路径、作业频率等，都由

系统支撑，解放了操作者，提高了作

业成效。“生产效率提高了，我经营

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今年扩大到

2000亩了。”何志辉说。

“智能”加持“开”来高效率

在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开区峨

桥镇，中联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牵头流转经营的2000多亩示范基

地里，金黄的油菜花随风舞动。

尽管离基地有20多公里远，但

油菜地里的“一举一动”尽在中联智

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袁勇富的手机里。原来，在当地农

业农村部门和科研院所的指导参与

下，基地作为“智慧农业”试验田，安

装了农业物联网设备，对气象、土

壤、虫害等信息，均能进行实时监

测，并与后台联网，以便做出科学农

事决策。

“这些信息通过物联网进行连

接，‘农业大脑’能做出精准预测，精

准指导各项农事操作，需要施肥就

施肥，需要治虫害就治虫害，不误农

时。”袁勇富说。

袁勇富所在的公司创建了工厂

育秧物联网、全生育期管理物联网、

农事作业车联网、水稻烘干智能监

控网、品牌销售电商网“五网合一”

的智慧农业经营服务模式，将水稻

生产过程梳理为标准化种植13个阶

段和49个决策环节，通过十大算法、

23类模型对水稻全生长季进行管

控，实现了智慧农业赋能的水稻全

程标准化种植。

“数字化、标准化、产业化水稻

种植，实现了在最佳时间做出最佳

决策，省时省力。”去年的水稻种植

成果让袁勇富引以为豪，经过专家

及数据验证，化肥农药综合成本亩

均节约 108 元、增产 14.3%、节氮

21.8%、减药30%左右。

近年来，最新的科技成果向农

业领域快速渗透，农业领域的智能

化愈加凸显，不仅回答了“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问题，还对“怎么种好

地”有了越来越丰富的答案。

在湖南省的广袤田间，通过推

广使用植保无人机、精量施肥机和

生物制肥机，促进农业生产减药、减

肥和减污，已经成为种田新时尚。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90后”大

学生农民段照和他的好友们近3年

来连续在做“三减”试验。用植保无

人机搜集数据，再通过手机应用软

件对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减药10%

能达到最佳效果，不仅能给每亩水

稻降低7元的用药成本，还因为避免

过量农药对禾苗造成伤害，让产量

也能提高20斤左右。

段照很期待今年的春耕，“我

们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以此为

基础摸索出种植方案，再应用到今

年春耕上，能种出更加优质、安全的

稻米。”

“农家”变身“玩”转黑科技

在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

县文昌阁乡文西新村，小伙子马啸

是一个名人。他毕业于澳大利亚昆

士兰大学建筑系，2014年，马啸辞职

回到麻阳，流转了800亩土地，创办

了佳森农场，开始种植有机稻。

“创业之初很艰难，但我认准了

这条路，相信不会错。”马啸表示，他

一开始就决定摒弃传统的种粮套

路。缺技术，他就从农科院所请专

家；田间管理跟不上，就虚心向附近

的种地“老把式”请教；对田地进行

改良，每年一次抽检化验，保证水土

零污染；主动将产品送往国际权威

机构进行检测。

到2018年年底，马啸的投入开

始产生效益，水稻、鸭等产品逐渐盈

利。去年开始，他将大数据引入田

间管理。“有了科技支撑，我的农场

四季都有产出，有大米、黑豆、大豆

等8种粮食，辣椒、西兰花、胡萝卜等

9种蔬菜，树莓、樱桃、香瓜等9种水

果，玫瑰、洋甘菊、金盏菊等8种香草

茶，还有鸭、鹅等家禽。”

种粮人队伍从年龄结构到知识

水平、学历层次、资本背景等都发生

了深刻变化，让古老的农业焕发出

前所未有的新活力。

操作无人机、尝试“共享农机”、

用手机“种田”……对于安徽省天长

市“90后”留洋硕士平东林来说，这

些父辈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在他手

里都变成了现实。

平东林是天长市禾禾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2017年返乡

承包土地，2018年5月注册成立合

作社。“搞传统农业，费了好大劲，还

没有好效益。我就想着年轻人要有

年轻做法，把现代科技融入传统农

业，做好生态农业、订单农业、品牌

农业。”平东林说。

“这次雨季来之前，我们用无人

机对小麦、油菜进行了除草作业。”

看着眼前绿油油的小麦，平东林说，

以400多亩油菜为例，以前用传统

喷雾机除草，需要6个人忙2天，现

在2个人操作2架无人机，半天就完

工了。

据新华社记者了解，平东林从

去年起还尝试起“共享农机”新模

式，跟南京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开发

了一个农机监管平台，在外地引进

60台植保无人机，加入自己所在的

合作社，进行科学调配监管，为周边

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平东林对未

来信心满满，“我相信，随着科技继

续进步，种田还会发生巨变，会有越

来越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加入进

来，成为农田里的主要力量。”

□ 徐凯鑫 孙 彪 王 鹤

黑龙江省青冈县地处大兴安岭

南麓，作为昔日国家级贫困县，产业

链单一、产品附加值较低曾是制约

青冈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青

冈县发展电子商务，调整生产结构，

完善城乡物流体系，让传统农作物

“触电”蜕变，闯出一条致富新路。

资源共享
小城释放“大魅力”

“我手里的鲜食玉米是老味道、

新包装，大家放心下单，想要瓜子、

豆包的宝宝们稍等，马上上架。”

沈俊红熟练地在直播间介绍各类农

产品，不时提醒着同事及时上架商

品、处理订单。

青冈县2017年获评国家级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次年成

立集产品展示、电商培训、创业孵化、

资源整合、直播销售为一体的青冈

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沈俊红

就是中心培养的带货主播。

“种类很多，有玉米、瓜子、大

米、豆包……”沈俊红说，每周3次直

播，县里不少大学生也参与其中。

由于产品质量高、品种多、直播风格

多样，积攒了不少人气，直播带货时

经常供不应求。

据新华社记者了解，目前，电商

中心已联合当地农产品企业打造线

上产品130余种，引领2200多家电

商企业落地青冈，带动约1.6万人就

业。“中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货

源，我们只要做好线上销售就能互

利共赢。”返乡创业的电商公司经理

张晨旭说。

“让产品卖得出，让网商有货

卖。”青冈县工业信息科技局副局长

王璐表示，为生产厂家和电商企业

搭建合作平台，进行资源整合，这样

才能吸引更多电商从业者来到青冈。

提质转产
小城展露“大名气”

“我们家鲜食玉米出了新包装”

“我们店又推了新品，水晶饺子、豆

包”“我家产品马上入驻淘宝店

铺”……在电商中心举办的座谈会

上，企业代表纷纷介绍自家电商经

营情况，探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前没有品牌意识，更没想

过做线上销售，如今县里电商发展

环境好，我们也得抓住机会。”黑龙

江兴贸食品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

刘建斌介绍，在电商中心协助下，

公司顺利转战电商领域，获益不少。

“我们已经入驻淘宝、天猫等多家

网购平台，电商渠道销售额不断

递增。”刘建斌说。

“青冈不缺好产品，但过去大部

分利润都被中间商赚取，现在借助

电商渠道，让企业树立品牌意识，不

仅提升利润空间，还促进产业升

级。”王璐介绍，如今青冈的大董玉

米、赛美葵花、兴贸玉米油等多家

“农”头企业都通过“电商大喇叭”叫

响了自己的品牌。

邮路通村
小城包揽“大订单”

要想发展电商，就得通好快递

物流这根“电线”。近年来，青冈县

电商中心设立165个乡村级电子商

务服务点，实现县内行政村全覆盖，

并成立电子商务物流仓储配送中

心，整合邮政、顺风、韵达等14家快

递物流公司。

“我们让快递物流公司无偿入

驻，一方面提升他们的分拣速度和

收寄件效率；另一方面希望他们让

利客户，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更优惠

的价格。”王璐说。

“几年前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

网购，现在几乎天天有快递进村。”

青冈县东升村村民于景华说，不久

前她还网购了几袋瓜子，“坐在炕头

就能收货，太方便了。”

如今，青冈上下行“最后一公

里”快递单均有专人统一整理、分

拣、配送，打通物流“末梢”。2020

年，青冈县还配建大宗货品直发仓，

进一步为电商订单提速。

据统计，2020年青冈县电子商

务交易额高达2.7亿元，较2015年

翻了5番。未来，青冈县将致力打造

“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促进电商发展、实现乡

村振兴。

牛 年 春 耕 新 图 景
随着高新科技快速渗透，传统农业正在发生巨大改变

电商助销农产品 小城焕发大活力
——黑龙江青冈县创新发展纪实

山东乳山山东乳山：：草莓小镇的草莓小镇的““莓莓””好生活好生活

位于山东半岛的乳山市乳山寨镇，是远近闻名的草莓小镇。近年来，当地通过扶持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

引进高端农业项目、培育专业人才等举措，推动草莓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乳山寨镇草莓

种植面积达4000亩，年产值1亿元，草莓产业已成为当地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图为乳山寨镇一名

果农正在展示新采摘的草莓。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多措并举破解
最低工资被“稀释”难题
□ 龙敏飞

今年以来，多地上调了最低工资标

准。然而，有媒体调查发现，部分企业利

用延长工时、剔除福利待遇等变相稀释劳

动者最低工资，规避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

度。“招保洁，月薪1850元。早9:00～晚5:

00，周休一天。”近日，沈阳市浑南区一家跆

拳道馆发布这样一则招聘启事。根据辽

宁省2019年公布的《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

资标准的通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

181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8.3元。该

岗位每周工作48小时，超出了每天工作不

超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的最低

工资，已经违反了《劳动法》第四十八条规

定的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像这样企业误用法规、钻法律空子的

案例并不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最

低工资”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政府部门出

台最低工资标准，是为了托底保障劳动者

权益，只可惜这种制度善意被部分违法企

业无情地“稀释”“消解”了。延长工时、剔

除福利待遇等做法，不只是对劳动者权益

的侵害，更是对法律法规的漠视。

根据我国《最低工资规定》第三条，

“劳动者按劳动合同约定，在法定工作时

间或按合同约定时间从事劳动，用人单位

应支付最低劳动报酬。”第十三条亦规定，

“用人单位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

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

1 倍~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无论以何种

形式“稀释”最低工资，都是违法之举，应

该得到法律的惩戒。但即便如此，现实生

活中最低工资被“稀释”的现象仍然不算

少见。

何以至此？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原因

是多方面的：首先，最低工资权益被“稀

释”的劳动者，大多是保洁员、保安员、环

卫工等工种，从业者整体法律素养比较缺

失，很多时候权益被侵害也不自知，这间

接助长了一些违法企业的气焰。其次，对

很多劳动者来说，维权成本比较高。从时

间上来说，一个普通员工要打官司，需要

走很多程序、做很多事；从经济上来说，除

律师费外，还有交通费、复印费、诉讼费等

费用，因此，很多劳动者无奈选择放弃

维权。

面对这样的尴尬现实，我们不能熟视

无睹，应反思背后的真问题，并提出针对

性的改正措施。一则，要提升企业的违法

成本，不能只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1倍

~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应大幅提升企

业违法的赔偿金；二则，对于违反最低工

资标准的企业，也可以采取一定的制裁措

施，倒逼其安分守法；三则，还可以借鉴国

外的经验，如采取缩短工资支付周期来

“止损”等。这些积极做法，都值得探索与

尝试。

《光明日报》发表评论称，劳动关系是

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面对最

低工资被“稀释”的尴尬现实，只有各方多

措并举，形成治理合力，才能最大限度地

保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起更加良

性和谐的劳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