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NINGBO DAILY美丽家园 2020年8月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陈朝霞

记者手记

基层新群体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汪斐卿

在风景如画的奉化区大堰镇常
照村，有一座大堰乡音工艺博物
馆。走进展厅，满屋是沁人心脾
的木香，射灯下，近百件木雕人
物作品，大的一人来高，小的不
过尺寸间，将传统雕刻技法与现
代 审 美 融 为 一 体 ， 或 古 朴 典 雅 、
或奇崛遒劲，表情、姿态传神，令
人叫绝。

博物馆的主人王力君，今年
55 岁，馆内的作品都是他 30 多年
来创作的精品力作。记者见到他
时，他刚刚从上海一处沙雕创作基
地回来，戴着棒球帽，肤色晒得黝
黑，说话谦和。“整天在沙地里工
作，像不像装修工人？”王力君自
嘲中透着幽默。

一谈起雕刻创作，王力君立马
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这件 《女
娲 补 天》， 用 独 特 罕 见 的 根 抱 石
头，设计女娲托举五彩石造型；这
件 《阿炳》 木雕，用电锯切割出棱
角，表现底层人物的悲苦⋯⋯”王
力君说，他托朋友从全国各地搜集
不同材质、形态奇特的木料、树根
等，用夸张的手法进行创作，富有
想象力和感染力，有的作品前后打
磨要花两三年。

王力君是地道的大堰人，高中
毕业后，他进了宁波工艺美术厂设
在柏坑村的加工厂，跟着老师傅学
习传统木雕技艺。三年满师后，他
便可独当一面接活，之后又到慈
溪，参与古建筑维修，研发木雕产
品。“那时候，木匠做一个工是 2
元多钱，而我一天工钱就有 10 多
元，绝对是高收入了。”王力君笑
着说，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他创
作的大南瓜木雕礼品，一次卖出了
几千件。

与常见的佛像、古代人物等传
统木雕不同的是，王力君的作品非
常具有时代感，很接地气。在他的
刻刀下，有外国姑娘，有普通工
人、农民，也有毛泽东、邓小平等
领袖人物，人物线条简练，张力十
足。前阵子，他在家创作了钟南
山、李兰娟、王辰“抗疫三院士”
木雕像，生动传神。

“雕刻是门历史悠久的艺术。
既 要 守 正 ， 更 要 创 新 。” 王 力 君
说，2002 年，他报名参加了舟山
沙雕节，创作的毛泽东头像敲开了
学习沙雕工艺之门，次年又创作了
沙雕作品 《阿拉丁神灯》，一时名
声大噪，也开启了他传统木雕向

“现代风”的转型之路。他巧妙地
将传统工艺和现代机械相结合，用
机械雕刻代替手工雕刻，不断改进
技法，“能更好地体现作品的力量
感和线条美，更具有视觉冲击力”。

10 多 年 来 ， 王 力 君 在 木 雕 、
沙雕创作上“两翼齐飞”，携手并
进。现在，他每年在全国各地赶赴
10 多场沙雕艺术节，甚至到国外
参赛，技艺愈发纯熟，这些年为参
赛累积的飞机票就有 500 多张。目
前，全国专业创作沙雕的不到百
人，被业内公认为高手的不过二三
十人，王力君是其中之一，收获了
国内外众多“粉丝”。“我的绝活是
用沙雕‘写字’，比如毛泽东的草
书诗词，视觉震撼。”王力君自豪
地说。

大堰恬淡、安静的乡村生活塑
造了王力君朴实、刻苦耐劳的性
格。30 多年来，他的雕刻时光凝
聚在一件件作品、一座座奖杯中。
2012 年，王力君被授予“宁波市
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如今，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王力君依旧活力
澎 湃 ， 在 雕 刻 世 界 里 不 懈 追 求 。

“几年前，我在家乡张家村做了一
件水泥与沙子结合的雕像，接下来
想再做件更大更新的，让人们触摸
雕刻之美，也扮靓乡村。”王力君
说。

王力君

三十多载

倾心雕刻

记 者 何 峰
余姚市委报道组 谢敏军
通讯员 胡瑾中

“起势、左右野马分鬃、白鹤亮
翅⋯⋯如封似闭、十字手、收势。”7
月 23 日一大早，在余姚市全民健身
中心，在一位女教练的带领下，近百
位太极拳爱好者整齐列队，跟随着
口令打 24 式太极拳，一些围观的
市民在一旁也跟着学。

“王老师的太极拳打得好，更
难得是非常有耐心，经常一招一式
拆分开来，手把手教我们。我跟着
王老师学了一年多，如今太极拳、
八段锦都打得有模有样。”一位学
员说。大伙口中的王老师，就是神
采奕奕的教练王耀芳。

“只要我在余姚，每天都会来
这 里 教 大 家 打 太 极 拳 ， 风 雨 无
阻。”王耀芳说。除了教市民太极
拳，王耀芳还是余姚市老年大学的

太极拳老师，从 6 月 9 日开始，她
还在姚江社区办起了太极拳培训
班，每周二、四晚上义务为居民授
课，“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有时候
早中晚都有课，日子过得很充实。”

今 年 65 岁 的 王 耀 芳 是 天 津
人，多年前随丈夫来到余姚，在余
姚 市 中 医 院 工 作 。“ 受 父 亲 的 影
响，我非常喜爱打太极拳。那时
候，互联网没有现在发达，除了跟
着书本学习，我还专程去宁波拜师
学艺，并多次参加省内外学习班，
提高自己的太极拳水平。”王耀芳
说，“学无止境。现在我天天读有
关太极拳的文章，看武术老前辈和
名家的经典书集。两年前，还专程
去上海参加世界精武武术套路师资
培训，学习传统杨式太极拳精选动
作。”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深 耕 武
林”的王耀芳不但数次在全国太极
拳比赛中获奖，还取得了国家武术
段位六段证书，成为国际精武 A 级

裁判。在学习太极拳的过程中，王
耀芳感受到太极拳能使自己快乐健
康，同时萌生了把这份快乐健康分
享给他人、让更多人从打太极拳中
受益的想法。

1994 年，王耀芳在自己居住
的小区带着邻居打太极拳，用一技
之 长 奉 献 社 会 。“ 刚 开 始 带 ‘ 徒
弟’，没有教学经验，我不厌其烦
地教每位来学拳的人。我跟大家
讲，你们学好太极拳，体质增强
了，身心愉悦了，做事心态好了，
性格柔顺，不骄不躁了，幸福感就
会 增 加 不 少 。” 学 员 的 积 极 性 很
高，为了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
王耀芳在授课前总要根据学员的特
点认真备课，力争把要点讲得清晰
易懂，让人听得明白、学得到位。

随着名气逐渐提升，社区、农
村、企事业单位经常邀请王耀芳前
去传授太极拳，热情开朗的她“有
求必应”。“我在兰江街道所有的村
庄和社区教过太极拳课，也经常去

黄家埠、大隐、丈亭、泗门、四明
山 等 镇 上 课 。” 王 耀 芳 说 ， 退 休
后，空闲时间多了，教 大 家 打 太
极 拳 成 了 她 的 “ 头 等 大 事 ”。 不
久前，她和丈夫在四明山仰天湖
度假，余姚武术协会剑江分会的
学员在梁弄开展活动，邀请她来
指导。王耀芳欣然驱车从四明山
上赶到四明湖畔，与大家切磋拳艺
后再返回山上。20 多年来，王耀
芳的“徒弟”遍布余姚，已超过 1
万人。

“每次授完课，学员们都向我
鼓掌致谢，而且不急于离场，跟着
我继续练习，临走时都会说声‘辛
苦了’，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是
最大的快乐。”王耀芳说。

太极拳“教练”王耀芳：

把快乐健康带给更多人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王 超 徐浩跃

观察农机实时作业，
实现高效调度

上午 8 点半，林佳伟来到办公
室。窗外，连片的水稻在骄阳下青
翠欲滴，散发出蓬勃生机。

“ 示 范 项 目 总 面 积 为 10900
亩，其中核心区为 985 亩。”林佳
伟介绍，去年 9 月，古林镇政府流
转了蜃蛟村、前虞村的大片农田作
为核心区域，投入了 5000 余万元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整理农田、修
建灌溉系统、安装智能设备，改造
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如今，各类
智能化农业设备已投入试用。

林佳伟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打
开电脑。约 80 平方米的办公室显
得有些空旷，一张长条桌上的三台
电脑、占据近一面墙的大屏幕，就
是所有的设备，林佳伟是唯一的技
术员。

在电脑屏幕首页左上角，有
“海曙区古林大田数字农业平台”
几个字，其下方显示“农机历史作
业面积：11219.3 亩”。占据整个屏
幕的是万亩农田彩色卫星遥感图，
其中密布着分别代表农机和虫情、
气象、孢子、土壤墒情等监测设备
的各种图标。“园区内的设备均安
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并即时将各类
数据传送到数字农业云平台，只要
打开电脑，设备运行情况便一目了
然。”林佳伟介绍。

核心区 985 亩稻田由“全国种
粮售粮大户”许跃进承包，眼下部
分早稻已经收割，当天有 27.79 亩
地需要翻耕。林佳伟拨通了许跃进
的电话：“许师傅，昨天预约的一
台拖拉机已经到位了吧？”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林佳伟随
即点击屏幕右上角“农机可视化”
字样的按钮，屏幕右下角便跳出了

一个小窗口，农机驾驶室内安装的
摄像头拍摄到的田间犁地场景清晰
地显示出来，农机动态运行轨迹也
在卫星图的对应位置上即时显示。

“园区内有 68 台拖拉机、收割机、
插秧机等农机，每天调度农机是我
的工作职责之一，当天只有这一台
拖拉机在进行作业。”

“农机可视化”是数字农业的
特色之一。“目前已经实现了农机
的精准导航、高精度自动作业与
实时信息采集，坐在数据中心足
不出户，就可查看农机作业的实时
位置、作业面积和历史轨迹。由此
可计算出每台农机每天的工作量，
从而精准分配农机作业，使农机工
作效率达到最高。”林佳伟介绍。

记录田间农情信息，
确保精准施策

每天确保田间的各种设备正常
运行，通过数字平台观察田间作物
生长情况，记录各项农情数据，是
林佳伟工作的核心内容。

正当林佳伟指着电脑中的各项
数据，向记者介绍田间作物生长状
况时，一直在屏幕左下角显示的

“最近一周虫情发生情况”小窗口
突然黑屏。“园区有 5 套虫情测报
设备，一定是其中有设备发生了故
障，必须到现场查看。”林佳伟迅
速作出反应，顶着烈日，来到稻田
间的露天设备站，检查虫情测报设
备的电源是否接通、外观是否出现
异常等。

当来到距离数据中心约 500 米
处的一个设备站时，突然闻到一股
烧焦味，打开虫情测报仪设备箱一
看，原来电脑主板短路了。林佳伟
随即拨通了仪器的售后维修电话，
向维修人员说明故障状况，并预约
了上门维修时间。

记者看到，这个占地面积 10
余平方米的监测站里，还有立在地
面上的像家用电冰箱般大小的长方

体仪器、有挂在钢柱上类似信箱的
装置、有架在地面三脚架上连着太
阳能面板和摄像头的装置⋯⋯“这
些是虫情、气象、孢子、土壤墒情
等各种农情监测设备，它们通过地
面传感器、遥感仪器等智能网络，
将水稻种植信息转化为数字，展现
在数字云平台上，让水稻生长全程

‘透明’，便于技术人员针对不同农
情 精 准 施 策 ，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效
益。”林佳伟介绍，除了 5 套虫情
测报设备，整个园区还安装了 30
个 高 清 球 机 、 120 盏 太 阳 能 杀 虫
灯、两座小型气象站、20 套土壤
墒情监测点、两套孢子测报设备
等。

林佳伟向记者展示了部分农情
信息。其中，当天气象数据：雨量
0 毫米、空气温度 33℃、空气湿度
67%、风速 3.519 米／秒⋯⋯当天
墒情数据：地下 10 厘米，土壤温度
30.9℃、水分 79.8%；地下 30 厘米，
土壤温度 27.2℃、水分 73.4%；地下
50 厘 米 ，土 壤 温 度 26.3℃ 、水 分
83%⋯⋯最近一周虫情发生情况：
稻 纵 卷 叶 螟 90 只 ， 占 比 33.33% ；
褐飞虱属 45 个，占比 16.67%；白
背飞虱 25 只，占比 9.26%⋯⋯

“过去，这些农情信息需要通
过人工现场测报，万亩稻田的工作
量可想而知。如今，可全部通过信
息化手段进行，田间管理更方便快
捷准确了。”林佳伟说，他每天会
详细记录每一条农情信息，并与正
常范围数值进行比对，一旦发现虫
情超过预警、土地干旱程度异常或
者田间孢子数量异常变化等情况，
会立刻通知相关人员进行现场确
认，以便决定是否需要通知农户做
进一步处置。

智能灌溉系统覆盖，
实现环境友好

从数据中心办公室二楼窗口俯
瞰绵延的稻田，记者发现，一道道
纵横分布的沟渠将稻田分成不同区
块，在田间颇为显眼。

“这是覆盖核心区 800 亩的智
能灌溉系统。”林佳伟告诉记者，
沟渠四通八达，内设进水口、出水
口、水泵、闸门、蝶阀等智能灌溉
设施，能自动监测水泵的工作参
数、沟渠管道的压力和流量、田间
水位等，并根据水位和墒情信息，
自动远程控制水泵和阀门，科学灌
溉农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智能灌溉
系统能自动分析灌溉前后水中的硝
酸根离子、钾离子、镉离子、PH
值等水质数据，并生成变化曲线，
从而判断田间土壤是否受到污染。
此外，在出水口还设有一道装有净
化装置的生态拦截沟，对灌溉后的

水进行净化，当水质达到四类水标
准后，再排放到周边河道。

林佳伟表示，这一智能化灌溉
系统的高效灌溉，能最大限度节
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能
减少养分和农药进入周边河流，防
止水体富营养化和水质污染，实现
了环境友好型灌溉，“我每天会记
录各项水质数据，如果发现没有达
到四类水排放要求，则第一时间通
知专业人员到现场取样并检测分
析，以便尽快对症下药。”

在稻田边缘，一幢两层楼的白
色建筑和一个透明的田间大棚特别
引人注目，这分别是数字化烘干中
心和育秧中心。原来，除了田间管
理的智能化，这一数字农业技术集
成示范项目还根据水稻的生产工艺
流程配置了相应的催芽暗室、育秧
大棚、烘干农机等，形成了水稻从

育秧、插秧，到生长、收割、烘干
的全程数字化管理。“比如在育秧
期间，需要对浸种、播种、出苗等
环节精准控制，我会实时观察温室
内的温度和湿度，远程选择是否打
开 风 机 、 水 帘 等 ， 确 保 秧 苗 质
量。”林佳伟介绍。

林佳伟透露，他正在学习无人
植保机的操作，未来只要在植保机
中输入航道路径，它便能在万亩稻
田中进行大面积、高强度的植保喷
洒作业，也能根据需要不定时对田
间作物进行航拍，便于技术员通过
软件分析判断农作物生长情况，这
无疑在现有的监测设备基础上，为
田间数字化管理上了“双保险”。

数字农业技术员数字农业技术员

赋能现代农业新发展赋能现代农业新发展

图为王耀芳带着学员打太极拳。 （何峰 摄）

王力君介绍他的木雕作品。
（余建文 摄）

从国家首批、华东地区唯一
的优质高效水稻大田种植数字农
业技术集成示范项目中可以看
到，古林镇充分利用建设区土地
规模化流转优势，运用物联网、
无人机遥感、无人驾驶等先进技
术，建立起完整的水稻优质高
效、精准化种植技术体系。

该项目实现了农机精准化作
业、病虫害自动监测和防控、种
植信息化管理和智能化灌溉，据
测算可让劳动力用工成本减少
10%、节水 10%、减少施肥 8%、
单产提高 2%，极大地提高了农
业生产效率。

这是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完

美转型的生动案例。传统农民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
背朝天，一身力气百身汗”；而
今，万亩农田、一名数字农业技
术员，这“万”与“一”的强烈
对比，凸显了数字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广阔前景。

站在风吹稻浪的连绵绿野
中，现代农村的田园胜景展露眼
前。依托这一数字农业技术集成
示范项目，结合城郊古村古道、
精品农业园区、生态稻米基地等
资源，一个“以农促旅、以旅兴农”
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呼之欲出。

毫无疑问，数字农业，未来
可期。 （陈朝霞）

盛夏，海曙区古林镇蜃蛟片现代生态农业综合区。蓝
天白云下，一望无际的水稻在微风中摇曳，构成了美丽的
田园风光。

这里是国家首批、华东地区唯一的优质高效水稻大田
种植数字农业技术集成示范项目所在地。与传统农业相
比，数字农业将农机、农情、灌溉等设备与物联网、无人
机遥感、无人驾驶等技术相结合，打造“农机可视化、种
植信息化、灌溉智能化”的全新模式。

30岁的林佳伟是海曙粮人粮机专业合作社数字农业技
术员，每天在示范区内的古林镇数字农业数据中心负责

“管控”着这大片水稻的正常生长，他说：“数字农业是一
项全新的事业，一切都在摸索之中。”

古林镇优质高效水稻大田种植数字农业技术集成示范项目核心区古林镇优质高效水稻大田种植数字农业技术集成示范项目核心区。。（（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林佳伟在查看农情数据林佳伟在查看农情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