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耕时节，步入临海市东塍镇
的一处农田，只见一辆无人驾驶的
农机大灯闪烁，在田地里来回穿梭。

一个皮肤黝黑、戴着眼镜的男
子从不远处走了过来：“这就是我新
研发的智慧农耕机，通过卫星定位
预设路线，可实现无人驾驶，目前还
在测试阶段。”他一边操纵着遥控
器，一边介绍新产品。

他是卢平波，今年 45 岁。自
2016 年跨界进入农业，卢平波已经
研发了三大系列 50 类农机，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 20 余
项，被誉为农机“爱迪生”。

执着于新技术
辞职学数控机床应用

很难想象，农机发明家卢平波
只有初中学历。“小时候上课坐不
住，在一家技校学了一学期的制图
课，我就去打工了。”卢平波摸着后
脑勺，难为情地说。

听着他讲述过去的经历，天赋
型选手、机械重度痴迷者等标签，一
一在记者脑海闪现。

起初，卢平波在一家节能灯工厂
谋生计，里头的加工设备五花八门，
包含车床、刨床、铣床等，岗位分工极
细。对琳琅满目的设备，卢平波兴趣
浓厚，他天天泡在车间里，一项接着
一项学。他从车床入门，每每晋升到
技术骨干，拿到车间最高工资后，又
放弃高薪，从零开始，改学另一种加
工设备。

20 多岁时，卢平波凭借精湛的
技术，迎来一个高光时刻：拿到 2 万
元月薪，成了业内响当当的技术达
人、无数工友羡慕的对象。但不久
后，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辞职。

原来，数控机床当时已成为大
热门，数控机床集钻、铣、镗等工序
于一体，对操作人员的技术素养要
求很高。卢平波放弃高薪后，交了
8000 元学费，重回学徒生涯，专攻
数控机床的应用。

这对于初中毕业的卢平波而言
是个大挑战，但他近乎痴迷地钻了

进去。熟知自己的短板，卢平波买
来专业书籍猛补基础知识。一碰到
疑难，他更忘我地钻研，常常在机床

旁一待就是一天。随着技艺日渐精
湛，他开始尝试通过计算机语言编
写加工程序，逐步成了独当一面的

技术精英。

翻越陡坡不惧泥泞
“爬山虎”般拼搏的人生

卢平波不时会来一次浪漫远
行，越野是他的爱好之一。从内蒙
古阿拉善到青海可可西里的无人
区，都曾留下他的身影。

喜欢闯荡的卢平波自然不会囿
于企业的小小车间。2012 年，他跳
出了为人羡慕的舒适区，创立工作
室，从事节能灯研发。但不巧，LED
灯在当时崭露头角，颠覆了节能灯
行业。这次冒险，让卢平波背上了

200万元的负债。
后来，卢平波又看到农业机械

领域的机遇，决定转行。2016年，他
从 3500 元的月工资起步，踏入农机
圈当“杀虫灯”销售。他说：“都是做
灯，也算有个共同点。”

短短半年，卢平波如鱼得水般
成了销售冠军，他的秘笈是“越位”
服务：常帮客户解决数控机床加工
的程序问题，提醒工厂更新设备提
升生产效率，从而名声大振。

但卢平波也遭遇了一些技术应
用方面的烦恼。例如，挑灯上山是
个不好干的力气活，挑工工资年年
涨，3 年间翻了 3 倍。能不能研发一
款 善 于 爬 坡 过 坎、运 载 货 物 的 农
机？琢磨着琢磨着，卢平波又“入
坑”了。

“为了克服爬坡难点，我借
鉴坦克的原理，用履带代替滚
轮。”卢平波给这款农机起了个
特别的名字——“爬山虎”，还常
与客户分享发明进展。产品还没
生产出来，玉环市一家文旦合作社
就预订了3台。“做出来后发现履带
过长，设备转不了弯。”卢平波说。

困难和挫折没能让卢平波低头
认输，他仔细分析原因，开始一步一
步地改进：将履带改宽、改薄，缩短
转弯半径，定制变速箱便于换挡和
动力输出。历时 2 个月，升级版“爬
山虎”面世。马上，升级版“爬山虎”
被东阳一位客户看中，买了一台拉
回去搬运木材。

“爬山虎”在东阳反响良好。“没
想到，这样的小巧农机能爬山，还能
蹚过泥潭，适应能力强。”当地的木
材商、农产品合作社纷纷抛来订单。

“目前，‘爬山虎’已经升级到第
五代了，拥有先进的刹车系统。”卢
平波介绍，“操作很简单，我给你演
示一下。”由于刚下过雨，当天的山
地泥泞不堪。“就要这种效果，极限
路段，最考验能力。”只见卢平波站
在车辆踏板上操作着手杆，三轮车
大小的“爬山虎”满载化肥缓缓前
行，一个转弯后，稳步爬上了 50 度
的陡坡，然后蹚过泥地，各种路况应

付自如。到达山顶，卢平波随即按
下卸货按钮，只见车兜向下翻转，袋
袋化肥翻滚而下。

尽 管 已 升 级 到 第 五 代 ，但 卢
平 波 最 难 忘 的 ，还 是 他 最 早 研 发
的那款“爬山虎”。他的人生，也
和勇闯山地的“爬山虎”一样，努
力爬坡，不畏险阻，最终云开雾散
见阳光。

如今，“爬山虎”已在农林产品
运输、山地应急救援等领域得以运
用，共售出近万台。

凭研发能力后来居上
“小火车”成为果农标配

2018 年，卢平波成立了台州市
集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招兵
买马，继续在农业运输领域研发。
单轨运输机就是卢平波研发的一款
拳头产品。

看到临海蜜橘果肉易损、采摘
不易，卢平波灵机一动，研发了单轨
运输机：在山间铺设固定轨道，预设
线路和停靠点，让运输机沿着轨道
自动往返。如今，单轨运输机已经
成为台州很多果农的标配，并被亲
切地称为“小火车”。每到收获的季
节，果农将山间采摘的新鲜水果装
入“小火车”超市购物车般大小的车
厢，拉动车身摇杆，“小火车”就“哒
哒哒”地出发，将水果运输下山，省
了不少力。

看中山地运输市场的不止卢平
波一人，当初，他的单轨运输机准备
上市销售时，有些同类竞品已领先上
市。“但在一年内我们就后来居上，抢
占了20%的国内市场。”卢平波解释，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竞品企业上
下游产业链达产不同步，有的上游原
材料供不上，有的下游配套跟不上。
而卢平波凭着扎实的机床功底和重
资产布局，实现了90%的配件自主生
产，具备抗风险的硬核实力。卢平波
笃信，命脉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研发
能力越强才越有优势。

当下，卢平波又瞄准了观光农
业这个新市场，开始了新一轮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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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爱迪生”奏响农机“狂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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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宏民演示水稻灌溉数字化智能系统 共享联盟越城站供图

正值春耕好时节。在绍兴市越
城区民乐原乡，伴随着桨叶急速转
动的“嗡嗡”鸣响，只见一架载满药
剂的无人植保机腾空而起，来回穿
梭，将水雾状药剂均匀地洒落在水
稻田上。

“前几天刚种下一批早稻，现在
正在进行封草作业，将杂草封杀在
萌芽状态。”迎着和煦的春风，90 后
新农人、绍兴市岸沚稻汀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宏民站在田埂
上，熟练地遥控着无人植保机。为
了抢抓农时，金宏民最近天天在田
地里忙碌。

用新兴技术
打造现代化粮仓

“现在都是科技种田，你看，全
靠它们‘当家’了。”来到公司办公
楼，金宏民领着记者参观现代化农
业设备，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施
肥机、电动喷雾器、农用无人植保
机⋯⋯只见大厅一侧，款式各异的
农机设备一字排开。

谈及金宏民回乡投身智慧农业
的初衷，还得说起他的父亲。金宏
民的记忆里，烙下了父辈起早摸黑
的辛劳画面。如今父亲已是满头白
发，为农田奔波劳碌的背影越来越
沉重，金宏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16 年，金宏民从浙江农林大

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从父亲手中接
过近 2000 亩粮田，决心用新兴技术
打造一个现代化粮仓。“我是农民的
儿子，对土地是有感情的。虽然干
这一行很辛苦，但我坚信未来是光
明的。”金宏民继承了父辈勤劳务实
的品质，同时勇于开拓创新，努力突
破传统种植模式。

要管好这么一大片田地可不是
件容易事。“那时候，劳动力青黄不
接，雇佣的长期工走了一大半。”正
当金宏民一筹莫展之际，无人植保
机的兴起点燃了他的热情，他开始
尝试这种新玩意儿。

2016 年底，金宏民着重学习了
无人植保机的使用。相对于传统拉
皮管喷洒和小型喷雾机喷洒，使用
无人植保机进行植保作业的优势在
于施药速度快，受天气因素影响相
对较少，且人体与农药接触少，更
安全。

2017 年，金宏民开始了无人植
保机的试应用。他带领公司利用无
人植保机开展喷药、除草、灭虫等田
间植保作业，并逐步向周边农户推
广。5年来，金宏民带领的团队已服
务农户 160 家，植保面积达到 15 万
亩次，教会 20 余人使用无人植保

机，共为农户节约资金40余万元。
开“飞机”干农活，种田越来越

轻松。拥有丰富作业经验的“老机
手”金宏民灵活地向记者演示，打开
无人植保机的“肚子”，将农药储存
进去，在遥控器上设定好无人植保
机航线和作业程序后，点击发送指
令，满载农药的无人植保机便会按
照规划路线准确完成药物喷洒。

“一架无人植保机解放了 10 个
劳动力。”看着无人植保机在田间

“巡游”，金宏民欣慰地说：“以前村
民们头顶烈日，扛着沉重的药桶喷
药，大半天才喷洒 50 亩地。”无人植
保机能够负载 40 斤药液，按照自动
规划的航线飞行，并精准定量施药，
一天可完成 500 亩地的作业，大大
提高了效率。

精确获取土壤水质信息
研发智能灌溉系统

无人植保机只是新技术之一。
去年，金宏民还和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一道研发了用于水稻灌溉的数字
化智能系统。

以往，农民插秧、打药、施肥、收
割样样不轻松，还得全家总动员。

怎样才能节本增效？金宏民认真研
究水稻种植的各个环节，决定应用
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起规模化、可
持续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

记者跟着金宏民来到监控屏幕
前，只见他用手指轻轻一点，水田实
景跃然屏上：“通过水泵控制可以设
置管道的压力，在监控中可以看出
灌溉水量，阀门控制则能做到定时
关闭⋯⋯”

金宏民专注地在大屏前操作软
件，耐心地为记者讲解。这套数字
化智能系统包括手机小程序、网页、
操作台 3 个控制端，应用于一片 200
亩的试验田，试验田被划分成 13 个
区块，每块田地 15 亩左右。通过该
系统，只需坐在电脑前输入数值，就
可以控制每块田的灌水量和施肥
量，将水肥精准滴灌到植株底部。

传统的水稻灌溉模式，需要有
人全程在一旁监测水流大小，及时
补充肥料，十分耗费人力。“以前大
半夜要起来查看水位，有了新设备，
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在一旁的工
人贺家军高兴地说。

“等到5月底开始播种今年的单
季糯米稻，我们最新的数字化灌溉
设备就能大范围应用了。”金宏民告

诉记者，目前操作系统正在持续优
化，接下来将实现全程数字化管理，
可以精确获取试验田各区块的土
壤、水质与作物长势等信息，并对各
个区域作出实时防治预警。

数字化水稻灌溉系统试验以
来，不少水稻种植户前来观摩和学
习。“小伙子很专业，无论有什么新
的技术、新的设备，他都会尽心尽力
地给大家解答。”在这里学习的农户
尉祝富忍不住夸赞。

帮助年轻人投身农业
我感觉干劲满满
当下，越来越多年轻人返回农

村、投身农业，成为新型“职业农
民”，为广阔田野注入了新活力。

“我刚回来时，金宏民专门赶过
来教我使用无人植保机。学会后，
我也开始为周边农户服务。”黄秋霞
告诉记者。2020 年秋天，她大学毕
业 后 回 到 家 乡 ，帮 助 父 亲 打 理 农
田。几百亩农田让黄秋霞忙活得有
些吃力，听闻金宏民利用无人植保
机种地，便连忙请他过来传授经验。

如何测绘田块？怎样规划航
线？金宏民手把手地教授飞行技

巧。由于黄秋霞家的田地理位置特
殊,分布比较分散，测绘颇为麻烦，
金宏民来来回回用了3天时间。

金宏民告诉记者，长久以来，祖
祖辈辈埋头种地，他们中很多人对
新鲜事不太关心，比如评职称、农业
培训、相关政策信息等。“农民还要
什么职称？”周围总是有长辈不解的
声音。但金宏民总是主动向他们，
以及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介绍相关信
息，让年轻人对农业产生更强烈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

“现在，农技人员和职业农民可
以通过定期培训提升技能，参与绍
兴市、越城区的职称评定及人才选
拔，还可以获得相应的人才扶持奖
励和补贴，这在以前是根本想不到
的。”作为越城区农创客发展联合会
成员的金宏民骄傲地说：“我们还和
高校开展合作，高校会定期输送电
商专业人才到越城区农创客发展联
合会，让成员们相互交流学习，助推
农业发展。”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根农村，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让 金 宏 民 深 感 振
奋。“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一起搞农
业，我感觉干劲满满！”金宏民眉宇
间有藏不住的喜悦。

绍兴90后新农人金宏民投身智慧农业——

开着“飞机”干农活，种田更轻松
本报记者 王 佳 共享联盟越城站 柴一君

金宏民在调试无人植保机 本报记者 王佳 摄

载着化肥的“爬山虎”

卢平波（右）正在研发农机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单轨运输机运输刚采摘的橘子下山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