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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无人机”青年王广军：

为乡村振兴助“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但唐静 通讯员 龚小平

拿起遥控传感器，按下起飞按钮……在赤壁市各大村庄
的农田上空，植保无人机缓缓飞起，薄雾轻轻洒落，药剂便高
密度地覆盖到了作物上，整个过程快捷高效。

操控手是谁？他毕业于北京重点高校，放弃大城市生活
选择返乡创业；他经营的茶园年入百万，却选择艰苦创业投入
无人机科技……他就是湖北省“创青春”大赛乡村振兴优秀奖
获得者——赤壁青年王广军。

不做“茶场主”选择创新路
今年33岁的王广军是中伙铺镇琅桥村人，毕业于北方工

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在深圳有过短暂的工作经
历。2015年，看到家乡农业大有可为，毅然决定返乡创业。

返乡后，王广军开始接手管理父辈经营的面积达500亩
的茶场，成立赤壁市轩羽茶业专业合作社，陆续吸引30多农
户加入，茶叶种植面积发展到1000亩，效益好的时候一年有
600万元收入。

三十出头，每年有几百万元的收入，这已经超越了很多
人，但王广军从未满足于现状。

有一次，王广军亲眼目睹一名工人背着药箱打药时因土
地湿滑摔了一跤，触动很大，遂下定决心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病
虫害防治方式。

为此，王广军搜寻了国内外各种最新植保病虫害防治技
术，根据赤壁的地理特性，最后锁定利用无人机、无人车、自动
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赤壁智慧农业发展的创业思路。

说干就干，王广军于2019年2月注册了赤壁神农智能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并投资100多万元购买设备，从事“科技”赋
能智慧农业的创业之路。

“受制于操作经验及复杂的丘陵环境，无人机碰触高处障
碍物发生坠落事故在所难免。”万事开头难，在通过数年几十
万亩作业的积累，王广军探索出了一套新型的智能无人机飞
防植保技术。

智能无人机助“飞”创业梦
前不久，为确保中伙铺镇十八里畈村曙光农业合作社

2000余亩油菜不受病害影响，王广军和他的团队操控无人机
进行植保飞防作业。

“智能植保无人机可负载10至40公斤，在低空播种、喷
洒、施肥，一亩地作业一分钟即可完成，效率是传统人工的
30—60倍！”王广军觉得，进行无人机植保，既可以有效地避

免人药接触，解决保春耕病虫害的防治问题，又使农业生产变
得更加安全高效。

据统计，每年王广军的团队不仅为本土30多万亩农作物
进行病虫害高效精准防护，为数万亩农田进行RTK厘米级高
精度测绘与空中撒播作业，还累计培训无人机驾驶人员100
多人次，为赤壁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跨越多省服务面积超百万亩
经过数年经营与人才培养，王广军的团队现已拥有智能

植保无人机30多架，无人机青年操作飞手及相关从业人员50
多名，不仅实现了赤壁市域全覆盖 ，还延伸至湖南、江西、安
徽、河南等周边省份，直接服务8万多农户，覆盖农田面积100
多万亩。

4月26日，王广军在安徽省的村庄农田里，进行小麦无人
机一喷三防赤霉病作业，服务面积达50万亩。

在乡间地头，王广军正在给一台无人机装农药。他说，这
台机器一次能装30斤左右，一亩地喷洒约一斤。然后，无人
机在哪里起飞的，它会在哪里降落。所以，起飞前，要选一块
平整的地方。

“以前打农药就靠人工，一直背着喷药箱，肩膀也很疼，还
避免不了踩坏好多小麦。现在用无人机喷药，两分钟就能搞
定两亩地，也不怕踩坏小麦，防治效果也特别好。”当地的村民
夸赞不已。

“持续推广无人机统防和智能农业管理技术，实现‘镇镇
有飞机、村村有飞手、运营有制度、操作有标准’。”王广军认
为，作为青年人，应该义不容辞担当起乡村振兴的时代责任，
释放出科技能量，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咸安“守艺人”贺慈：

用竹艺产业织“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见博

通城网红“彩云姐”：

带家乡百姓触“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特约记者 付婧烨 通讯员 胡雄文

她，回乡创办农庄发展民宿，带动周边121户290位农民
增收200多万元。

她，牵头成立种植合作社，农特产品线下销售与直播带货
交易额达500余万元。

她，热心快肠，先后帮助40多位困难村民，给他们送去希
望和温暖。

她，就是通城县鲁直民宿书苑法人代表、2022年通城县
劳动模范——刘彩云。

回乡创业 发展民宿
“年龄大了，不能出去打工赚钱，在家里帮鲁直民宿书苑

打包、装箱一些土特产品，一个月有3200块钱。”通城县塘湖
镇大埚村五组村民李云舒说。

李云舒是脱贫户，今年55岁，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多岁老
母亲要照顾。如今，他通过早鲁直民宿书苑上班，既增加了收
入，又照顾了家人。

通城县鲁直民宿书苑位于塘湖镇黄袍山大埚村五组，创办
于2021年，主要从事餐饮住宿、农特产品的收购与直播销售。书
苑由返乡村民刘彩云响应乡村振兴号召，投资150万元建成。

民宿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可同时容纳500人就餐。大埚
村位于黄袍山山腰，平均海拔600余米，因山高路陡而闭塞隔
绝。如今，一年四季来自湘鄂赣的游客络绎不绝。

鲁直民宿书苑通过吸收脱贫户长期务工、帮村民销售土
特产等途径，带动周边121户290位农民增收200多万元。

直播带货 联动带农
分厢列垅，排列整齐，绿油油的花生苗在平整的黑土地里

看不到尽头。

通城县塘湖镇黄袍山鲁直民宿书苑花生种植基地里，32
名员工正在给即将开花的花生苗松土、追肥。

“在花生地里干活，150块钱一天，只要勤快，一个月能赚
4000多块钱！”通城县塘湖镇狼荷村十三组村民、脱贫户熊飞
翔对这个收入很满意。

“游客多了，对山里的花生、辣椒等需求量越来越大，邻村
村民种植的都被我收完了，供货还跟不上，所以决定自己种
植。”刘彩云说。

刘彩云的底气，源于黄袍山片区的富硒土壤。富硒土种
出来的豆角、萝卜片、辣椒等农特产品一经网上售卖，销量节
节攀升。

网上订单纷至沓来，“彩云姐”直播带货动力更足。她开
起直播带货接订单，晚上付工资请人打包、装箱，次日发货。

从开始直播间空无几人到凭实力涨粉，“彩云姐”渐渐成
为通城地区的网红达人，最多一天直播间卖货达两万多元。

见往日无人问津的干菜在彩云直播间成了走俏货，村民
纷纷与刘彩云达成合作协议，大量种植瓜果蔬菜，由“彩云姐”
负责统购、包销。

通过“互联网+农产品+农户”模式联农带农，刘彩云让原
先没有销路的农产品走出塘湖、走俏网络，农特产品线下销售
与直播带货交易额达500余万元，带火了当地富硒土特产种
植，也带富了一方老百姓。

热心公益 心系乡亲
“多亏彩云送来的6000块钱，不然一家人当时过年都成

难题。”回想起9年前的那场遭遇，塘湖镇狼荷村村民金晖（化
名）仍对刘彩云感激不尽。

金晖是脱贫户。孩子十岁时，妻子离家出走，他一个人勤
耕苦种，将孩子拉扯大。父子俩省吃俭用，刚建成新房不久，
金晖不幸出了车祸，举债六万多元。雪上加霜的是，2014年
冬天，金晖家里发生火灾，所有财物化为灰烬。

“谁还没个难处，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们应该帮他一把！”
刘彩云知道金晖的困难后，带头捐款1000元，并在村里发出
倡议为金晖募捐，不到半天时间，就募集到善款6000多元。

在创业发展的同时，只要听说乡亲谁有困难，刘彩云总是尽
己之力予以帮扶。多年来，刘彩云先后帮助过40多位困难村
民，给他们送去希望和温暖。由于对公益事业的热心付出和长
期坚持，刘彩云被推选为通城县微慈善协会副会长及爱心大使。

“我的成长离不开乡亲们的帮助，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
们，只有力所能及做一些该做的事情。”刘彩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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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贺慈有点忙——他刚刚结束在武汉举办的第
二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成功当选为市竹产业协会
副秘书长，公司天猫旗舰店的新品订单猛增，正抓紧时间加
货……

今年28岁的贺慈，“吃干榨尽”家乡里一根根普通的楠
竹，带领乡亲从传统的竹扫帚、牙签、竹筷等转型开发出竹浮
雕、立体雕、摆件等，利润从翻了数十倍到数千倍，打造出了一
条新兴的竹生态产业链。

小竹子登上大舞台
“这真的是竹子做的吗？太漂亮了吧！“”这几个竹摆件我

都要了，多少钱？”……
就在前段时间在武汉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

博览会上，贺慈和他的产品成了咸宁馆的”减速带“——路过
的市民纷纷驻足观看、购买，人气十分火爆。仅几日时间竹艺
品几乎一扫而空，订单额达到了4万余元。

”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我的竹艺品，感到意外又惊喜！“贺
慈告诉记者，代表咸宁馆展出咸安产品感到十分兴奋，但随即
来的就是压力，我的产品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吗？

为了筹备这次武汉文博会，贺慈几乎”掏空家底“——大
到价值几万元的实心竹玉文玩，小到价格十几二十元的小挂
件小摆式，他仔细甄别后“倾囊而出”。

而让贺慈感到最为感动的，是一名咸宁籍的女士在她的
展台前久久不肯离去。她对贺慈说：“没想到家乡有这么好看
的竹子和这么精湛的工艺。”那一刻，贺慈觉得近一个月的辛
苦筹备值了。

“如果我的产品在得到大家喜爱的情况下还能了解到是
产自咸宁的竹子，那我的工作就充满了意义。”贺慈说。

小竹子成就大产业
一根竹子能创造多少价值？对于贺慈来说，没有上限。
2017年年底，贺慈回到老家大幕乡西山下村探亲。回到

家乡的贺慈却发现，家门口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他开始萌生
了回乡创业的想法。

大幕乡楠竹丰富，在贺慈的印象中，街坊邻居会编竹子的手
艺人颇多，为何不把他们集合起来继传承了手艺，又增加了收入。

说干就干，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贺慈以低价租借乡政府
场地开设工厂，同时获得了技术和政策服务等帮助。

贺慈牵头的“首届大幕乡竹工艺大赛”开赛，十多天的时
间挖掘出了多名优秀的手艺人，与公司进行订单式合作，让竹
雕这项濒临消失的传统手工艺焕发出了新活力。

2019年，贺慈注册成立咸宁艺竹情工艺品有限公司，开
始制造加工和销售竹工艺品，兼顾粗、细加工两种生产模式。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贺慈又发现了生财之道——精加工
后的竹艺品有利可图，又受市场喜爱。

如今网店内上架500余款产品，已拥有超过10万人的网
络客源，年销售额1000余万元。公司运营至今，解决职工就
业500余人，特别是大山深处那些编织竹艺品的老人们，与贺
慈一同成就了共同致富的梦想。

小竹子加入新业态
4月25日，记者来到位于香城文创的艺竹情工艺品有限

公司，店内浮雕、立体雕、留青雕、各式编织等各种工艺制作的
文玩摆件琳琅满目，价格在几百到数万元不等。

“参加武汉文博会后，感觉整个人的思路都被打开了！”贺
慈正在和小伙伴们讨论直播事宜，他准备上线几款新物件，拓
宽新消费市场。

“文玩市场并不是大众市场，我以前针对的是具有消费能
力的30—50岁的人群。”而在武汉文博会上，他参与制作的卡
通人物、扇子等深受年轻人青睐。

人气的爆棚也引来了竹制文创新势力的加持——在武汉
文博会上，湖北科技学院打造的非遗文创品牌“湖科布谷鸟”
也应邀参加，湖北科技学院副教授、品牌创始人柳燕子与贺慈

“一见钟情”。
“一根楠竹，咸宁的市场价大约为30元。但在浙江，一根

楠竹却能卖出近千元。”柳燕子说，我市约储存楠竹187万亩，
每年消耗楠竹不到总储量的10％。

“我们有设计理念，贺慈有技术和人气，期待我们能够优
势互补，推动竹制文创产品不断向‘精、深、细'方向发展，把竹
制文创产品打造成为托举一方经济的富民栋梁。”柳燕子对未
来合作充满希望。

编者按：青春最好的样

子，是什么？答案千种万种，

但其中一条一定是——在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为人

民所共有的梦想奋斗！

当我们把目光投注基

层，便会发现，一大批有理

想、有信仰、有追求的新时代

青年，已经携青春的激情来

到这里。一张张青春洋溢的

脸庞，一个个激情奋斗的故

事，展现了我市青年勇敢逐

梦、绽放青春的奋斗景象。

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

一起，走近我市3位基层一线

的优秀青年代表，了解他们寻

梦基层的青春故事，感受他们

靓丽的青春色彩。

策划：饶敏 姜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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