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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大
草原，在伊金霍洛旗毛乌
聂盖村荞麦花的海洋里，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86岁高龄的老作家刘成
章先生，向我描述了另一
片荞麦花开的盛景：七十
多年前的一天，在延安窑
洞前的一处山坡上，有片
胭脂色的荞麦花海洋，正

同天上那片粉红的云锦牵起手来。就在这长
天与大地的连接处，身穿粗布军衣的毛泽东
主席，正笑盈盈地朝田间劳作的群众走来。
那一年，刘成章13岁，人民领袖身后那一片
同彩云相连的胭脂色的、一望无际的荞麦花，
便永恒地定格在他的脑海里。几天后，他在
《延安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是人民领
袖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温暖拨动了他的心
弦，是那片胭脂色的荞麦花给了他创作的灵
感。刘老告诉我，他文学梦的色调是胭脂色
的，直到今天也没有褪色。

今天，同样是一抹温馨的胭脂色——西
北大草原的这片荞麦花给了我写作的冲动，
让我一口气写下了这篇胭脂色的应景小文。

几天前，应西部散文学会的邀请，我来到
了大草原，我的散文集《云中的灯盏》获得了
首届刘成章散文奖。首届刘成章散文奖奖项
的总策划人、西北散文学会主席、冰心散文奖
获得者刘志成先生告诉我说，他心中也有一
片荞麦花，正是这片荞麦花改变了他的人生，
使自己文学创作的前景更加可观。二十多年
前，他只身来鄂尔多斯打工，一到这里便被大
草原的荞麦花迷住了。他留了下来，并成了
大草原的一员。他告诉我，他的故乡陕北神
木也有荞麦花，但那里的荞麦花颜色粉白间
偏黄，他觉得，是故乡黄土地的土质影响了荞
麦花的基因。而鄂尔多斯的荞麦花，粉白间
偏红，有些花朵完全呈玫瑰色，他确信，是这
里红土地的土质渗透进了荞麦花的血液。他
指着一株挺拔的荞麦对我说，瞧见了吧，这里
的荞麦根茎，红得也比其他地方的更艳丽、更
透彻。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荞麦地下有

煤，正是这地下的熊熊烈焰，把地上的荞麦花
染得红光四射。老刘对大草原荞麦花的独到
见解，让我看到了他对大草原的无比热爱。

按照老刘的思路，我想起了自己故乡鲁
东南大地上的荞麦花。由于那里为沙土土
质，花朵也是白色的。白兮兮的花儿散落在
山坡地头，同眼下的花海相比，是那么不成气
候。因花色少了胭脂的成分，我对它的记忆，
自然也少了几分温暖。

颁奖及采风活动结束后，西部散文学会
副主席、冰心散文奖获得者高彩梅女士开车
送我去机场，路上小车音响中传来了《荞麦花
开》的歌声：一阵秋风吹来，一片荞麦花
开……平时听到这首歌曲并无什么特殊感
觉，然而此时，当我发现车内的歌声与车外不
时闪过的荞麦花不期而遇时，当悠扬的歌声
与胭脂色荞麦花在脑海中融为一体时，便产
生出一种久久不息的震撼。也就在此刻，彩
梅女士朗诵起我前一天为她撰写的一副嵌名
对联来：“彩云飞，天生丽质；梅花开，玉洁冰
清。”之后她说，你这是为我写的吗？我怎么
觉得你是为这里的荞麦花写的呢？我说，当
看到你站在荞麦花里的画面，我脑海中便跳
出了这副对联。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主观
上应该是为你“彩梅”的名字写的，客观上说
是为草原上的荞麦花写的也可以呀。本届获
奖者、生态散文家杨文丰则认为，上联是写彩
云的，下联是写荞麦花的，两者糅合在一起，
反映的便是姿色与风骨。

回到广州后，我收到了会议期间结识的
获奖朋友孙鸿岐寄来的一个包裹。轻轻打
开，一股西北高原的味道扑面而来。啊，是一
对荞麦皮枕头，老孙那亲切的面孔，又一下子
浮现在眼前。老孙是甘肃环县作协主席，他
放过羊，种过地，当过村会计与村支部书记，
年过半百后，才凭借自己的文学创作成绩当
上了作协主席。他性格内向，为人真挚，说话
时微微低着头，很像不远处荞麦地里的那株
朴实的荞麦。包裹里有张纸条，上写着：荞麦
皮枕头不但能改善睡眠，枕着它，还会做胭脂
色的梦。我猜老孙说的胭脂色的梦应该是指
他的文学梦吧。

金秋十月，长沙望城区蔚蓝天空里弥漫着稻
谷的清香。

高塘岭街道新阳村的无人农场，连片的水
稻黄灿灿望不到头，细看串串稻穗颗粒饱满，在
田里“笑”弯了腰，似乎只等一台台农机将它们
收入怀抱。成熟的稻田间，农机在有序收割，匀
速作业。

可偌大的农场看不到一个人。谷粒海浪般
涌入存储仓，秸秆则被切碎回田，整齐划一。收
割机旁还有一位“搭档”——无人运粮车。机仓
装满稻谷，自动通知无人驾驶运粮车来接粮食，
运粮车装满再把粮食卸到指定运粮卡车上。两
个好搭档配合默契，一天下来能收割六十多亩。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处负责人杨化龙兴
奋地对我们说：加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能上
传到“湖南省农机作业监测系统”。它与“农机管
理服务信息平台”、手机App、短信平台等基础
配套，才有智能北斗农机的灵活应用。近年来，长
沙望城区投资8.2亿元，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86个，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三十八万多亩。全
力打造“智慧全程机械化+无人农场”试验示范
模式。今年春耕，我们有近2000台农机安装北斗
导航系统，农民再不用淌着黑汗镐锄犁镰，智能
化“金戈铁马”在秋收的田地里正大显身手——

农机跑出了“加速度”，农民挑上了“金扁
担”！

作为北斗平台集聚地、北斗发展新高地，湖
南奋力打造“北斗+”，仅长沙就在高新区建成国
内最具规模的北斗产业基地、产业高端人才集聚
地和产业应用示范集聚区。这座“手可摘星辰”
的城市，以开放的胸襟、创新的理念、实干的精
神、青春的姿态，打造一场农业应用北斗导航的
国之重器。

在高科技神秘的吸引下，我跑了一批“智慧
村”。春夏秋三季的跟进、深入，我们连续看北斗
应用、赏科技联动……

“北斗”终端

4月的湖湘大地，和风拂面，春燕翻飞。“春
插启动活动暨湖南无人农场（望城）项目投运”现
场，吸引了不少前来围观的村民。第一次看无人
拖拉机、抛秧机在田里“行走”，我活像“刘姥姥进
大观园”。

“你看，神了，机器里面没有人，做事还特别
快。”

“如今是赶上了好时代哟，这农民都不像农
民了。”

老武，从事田间机械作业16年的“70后”，接
触“北斗”才一年，指着手机大小的北斗终端频：

“就这么个小东西，装上它，农机像有‘眼睛’，会
拐弯、有异常会停下；又像长了腿，导航系统自动

控制，农机按设定的路线直线、匀速作业。我们
在手机上随时监控田间，在家都能‘指挥’机械耕
种、收割，产量更高、品质更优、人更轻松。如今，
种地都成了技术活，我们也有科技范儿。农民，
总算活出了品质和尊严！”

“颠覆性巨变啊！以前的机械化已经很好，
翻天覆地的智能化、科技化的无人操作，农机可
以自己完成水稻的耕、种、管、收全流程，真正的
农业变革！”说话的是农场负责人、从事农业十多
年的“85后”肖定。

“望城无人农场，是湖南首个、也是全国首个
双季稻无人农场。‘北斗机’下地干活，主管部门
有了监管的‘千里眼’，农民把土地交给了农机合
作社，当起了‘甩手掌柜’。这智能化的配置，不
仅节约了人工，后台这个智能大脑帮我们分析决
策，全程数字化管理。过去凭经验劳作，今日靠
科学种粮。赶上了智慧时代，我们何其幸运！”

肖定主持的这家农场，三年前完成了高标准
农田建设，小田变大田，渠成网、田成方、路相通，
严格智能农机装备运行标准。2020年12月正
式启动，再与罗锡文院士团队无人农场关键技术
合作、使用袁隆平院士团队的优良水稻品种、联
合“中联重科”生产农机装备，打造这个无人农场
示范园。

北斗与湖南其实在1994年就结下“姻缘”，
国防科大三位研究生潜心研究实现北斗“破圈”，
打破了国外在这一核心技术上的垄断与封锁。
从2017年到2020年，无线电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相继开通。长沙
一举入选国家北斗产业示范园区重点依托城市，
并获得国家发改委一亿元专项扶持资金……

如今，北斗技术应用，长沙站“C位”领跑全
省。拥有3个院士工作站，5个重点实验室，10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20余个国家、省级创
新平台，参与制定国家级标准8项，实力稳立“北
斗”农机潮头。

长沙市航空航天（含北斗）产业链推进办公
室副主任吴越告诉我们：“目前，空间段、地面段
都有产业研究院，用户段则有一大批企业。长沙
高新区成为北斗产业大本营，积聚北斗企业超过
120家。联盟成员由最初的9家单位发展为如今
的66家。一批安装了北斗终端的新型农机，操
作简单、作业精准、省工节能、自动化程度高，在
广阔田野发力，备受农户青睐。”

至此，长沙的北斗产业从一颗种子渐渐长成
一片森林。

祁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白水镇湘江村种粮大
户张石山正在田间插秧作业。“以前结束插秧，每
个礼拜都要施肥。现在，用上带施肥功能的插秧
机，省时省工，施肥更精准到位。”他种了一百四
十亩早稻，正因为他的农机比一般插秧机多了许
多功能，找他代耕带种的乡邻越来越多。

种粮大户雷冬生，指挥水稻抛秧机正来回穿
梭。机上只需一个人把秧盘摆好，机后便是迅速
种下的整齐秧苗。“一台抛秧机一天至少可以完
成六十亩秧田的插秧工作，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劳
动强度。”

望城区汉丰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今年一
口气购置了25台插秧机和10台无人机，花费
380余万元不含糊，每一套都装有强势的北斗小
终端。负责人彭兴辉指着作业的智能旋耕机，

“看见了吧，大块的泥巴翻涌上来，原来的普通旋
耕机翻耕深度太浅，这‘北斗’机是深耕作业，翻
耕深度能达18-25厘米。对掩埋有机肥料、清除
残茬杂草、消灭残茬上的病虫害更加有力。翻耕
铧犁深度和作业轨迹，能迅速反馈到农机作业监
测平台，做到精准掌控。”

说着，朗朗的笑声后再加一句:“现在节本增
效，后面增产增收，没问题。”

北斗农机

7月的骄阳给三湘大地渡上了一层金粉。

中联重科的无人收割机、抛秧机，在田野来回穿
梭。每转个角度，农机都在阳光下折射出不同的
光彩。

益阳市赫山区笔架山乡中塘基地，耕整地、
施肥、机抛（插、播）、田间管理和收获，全是中联
重科的“武器”。连收秸秆压捆、产后处理以及智
能灌溉、农情监测、播种、水肥管理、植保打药等
多环节，也是无人化操作。

“90后”小伙杨胜正驾驶着中联重科PL50
水稻机，忙碌着抢收倒伏水稻。“这种机器性能稳
定，能够精细化、精准化、智能化长时间作业。只
要保养跟上，它能24小时日夜不歇，我和家人轮
班作业，人歇机不歇，披星戴月你照样可以收割
稻谷。尤其今年的早稻抢收，它可帮了我们农民
的大忙。”杨胜边说边拍着机器，像拍着有灵性
的牛马：“今年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还能提高水
稻亩产产量。关键，将作业数据反馈到农机作业
监测平台，随时有农技专家指导。”

国家水稻产业体系岗位专家、湖南省农业科
学院研究员赵炳然博士在一旁对我们说：这水稻
抛秧机，有北斗卫星应用定位系统，操作手只需
在手机App上提前设置好，它就能全程精准到
位。有了“黑科技”的加持，农机朝无人化、智能
化大显身手，农民洗脚上岸，活儿还干得更精准、
高效、漂亮！

正说着，技术员小刘跳下驾驶室：“已调试完
毕，可以开始收割了。”机器立马“突突突”发动。
自动行驶、自动转弯、自动收割、自动装车……

“还有……”小刘抢话说，“我们这个‘北斗’
拖拉机，相当于一个动力头，后面可以挂接各种
不同的器具，比如挂‘犁’，能实现犁地作业；挂

‘播种’头，可进行播种……各种机器作业精准、
灵活高效，直至丰收的稻谷颗粒归仓。”

“看那片大田。”赵炳然博士往侧面一指，翻
耕后的田地，智能插秧机在田地间舞蹈。规划好
的行进路线，机器自动避障、自主抬升机具。它
身后，一排排秧苗绿线般笔直，株距行距都整齐
划一，间隔精确度达3厘米左右。机器走过的地
方，既不会多种还不会漏种。以往人工哪比得
上？关键，还不伤苗、不伤根、立苗快。

在永州市祁阳县，我没想到“无人机”能大显
身手。水稻收割机、烘干机全都是中联重科的产
品，齐聚上阵，全力保证早稻颗粒归仓。

中联重科市场部副总经理刘超说：这款被称
为“收割神器”的无人收割机，是我们中联重科当
家产品，备受农民兄弟欢迎。它行走速度快、收
割效率高、脱粒效果好。作业精度、效率没得说，
还最大程度降低了稻谷损失率。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从“农作”到“智
作”，数字化让传统田间景象变了样。随着智慧
农业发展和农业数字化推广，“风里来、雨里去，
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的传统生产模式，在今
日田间地头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享
受数字红利，实现农业智慧经营，成为新型农民
领跑现代农业。

尾声：“北斗＋”

罗锡文教授又到了田野中央。
长期深耕农机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

农业大学教授罗院士在智慧农业“无人农场”科
研中，常常化身“技术保姆”。手把手、面对面，甚
至打着赤脚下田。在希望的田野，他要展示“端
牢中国饭碗”的北斗力量。

望城无人农场，肖定见一堆农民粉丝围着专
家，开心地说：罗院士强调，北斗力量就是“高富
帅”。高：高产、高效；富：助农、富农；帅：自动化、
智能化。现在，农业长满数字细胞，农村遍布互
联网思维，农民插上智慧翅膀。不仅在产业与生
产，“北斗+”渗透于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乡
村振兴真正的骨钙。

放眼望去，田野上奔跑着北斗机，空中飞翔
着无人机。“北斗+”让乡间田野活力迸发，

“5G+”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处处展示着新时
代的山乡巨变，这“新”到底是什么？

是大数据、物联网中的南县稻虾米、安化黑
茶，是农业智能、农民智慧、农业农村现代化，是
青山绿水、人民幸福，是奋斗者的力量和担当，是
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是快速发展，是梦想
实现，是欢畅的田野，是绽放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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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脖子长，正月十四立春节未到，过完大
年，农历正月初六日，莱州湾畔的渔民开始到海边
的渔港里拾掇渔船了。

俗语讲：“三九四九，冻破碓臼。”到了正月初
六，节气已至五九。天微微暖和了，莱州湾的浅
海，冰凌也逐渐融化，海水湛蓝，海鸥盘旋翱翔，一
片别有韵味的醉美景色。

初六日，三山岛村船老大施万群吃罢早饭，就
招呼两个儿子提着工具箱上渔码头了。施万群刚
近60岁，上中等个，发如银丝，精神矍铄，步履稳
健。他古铜脸庞，浓眉大眼。眉宇之间有一颗硕
大暗红色的痣，痣里藏着历经沧桑后特有的英武
之气。施万群的两个儿子名叫大钢、小钢，个个生
得虎背熊腰，颇为壮实。大钢34岁，小钢比哥哥
小4岁，一入兔年也刚刚进入而立之年了。

两个小子跟着老子来到渔码头，检修自家的
两艘钢壳船。这两艘渔船，是花了二百多万从蓬
莱船厂买来的。一家两艘钢壳船，这在三山岛这
个不太大的小渔村，却也为数不多。施万群家的
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几年前，大钢毕业后便回到
家乡开发区一合资企业做技术工。干了三四年，
他觉得不如回乡跟老爸在海里搏一搏。就这样，
他回家后，软磨硬泡，并以大学生回乡自主创业为
由申请了50万贷款，老爸也拿出家里半辈子挣下
的80万存款，帮助儿子买了艘设施配套齐全的钢
壳船。还好，老子施万群大半生泡在海湾里，早年
在村渔业队任队长，他懂水性，知渔情，熟航道，掌
了一辈子舵，帮儿子打拼了大半年，除去休渔期，
就挣回了船本，这几年手里也攒了有三五百万。
上年夏季，二儿子小钢也大学毕业，也要老爸给他
买艘钢壳船。没偏没向，就这样，两个儿子各有各
的渔船了。

今天，爷儿三个甫一登上船，老子就指挥儿子
全面检修船舱，诸如底漆、面漆、船用卫星导航、油

箱、水箱、尾子（铜桨）、柴油机等等。检修完两艘
船，最快也得一周时间，还得编网。编网、结网也
费时，又得三五天。这样就差不多忙碌到正月十
五元宵节了。过了元宵节，这船还不能马上出
海。莱州湾这地数百年来有个讲究，新正大月的，
不祭海神打渔人不能出海，这祭海神的日子就定
在正月十八这天。

农历正月十八上午，莱州东海神庙祭海祈福
仪式在神庙旧址拉开了帷幕。“浩浩澜无际，滔滔
势欲东。”千百年来，莱州湾畔沿海的渔民们一直
从这片浩瀚的蔚蓝中接受着来自大海的无私馈

赠。而为了表示对东海之神的感恩与敬畏，一千
多年来，东海神庙的祭祀传统也一直被延续着。
在海神庙圣地，每年农历正月十八，渔民们都会举
行东海神庙祭祀活动来祈福纳祥，祈祷新的一年
风调雨顺，渔民出海能够平安和顺，满载而归。

祭完海神，一声声汽笛响彻渔港上空，一面面
红旗插在桅杆上迎风飘扬，渔民准备启笛捕捞了。

莱州市濒临莱州湾，海岸线长108公里，水域
营养丰富，加上沙底浅滩，成为鱼虾产卵、索饵、生
长、越冬洄游的最佳场所，故有鱼虾摇篮之称。作
为“中国十大长寿之乡”，莱州人长寿与爱吃海鲜、
常吃海鲜有很大关系。莱州丰富的海产品已成为
长寿、美食、旅游、文化的一张城市名片。时令海
鲜随时可捕捞上餐桌。

“呜……”
“哒哒哒……”
一艘艘桅杆上挂着红旗的钢壳船乘风破浪，

驶向海域，驶向深蓝。撒网，收网，就这么简单的
两个动作，人工携同揽网机绳慢慢搅扯着，一会儿
工夫，一网开凌梭鱼缓缓拉进船舷里，肥大、鲜美
的红鳞加吉鱼和大梭鱼欢跳着，瞬间返回渔港。

莱州湾三山岛渔码头真忙，有捕鱼的，有捞蟹
的，有捕桃花虾的，有拉海肠和蛤蛎的；有捕的，有
买的，有贩的，有运的，大部分进了城乡海鲜批发
市场，进了酒店和市民消费者的餐桌上。

莱州湾春潮，这潮汐最早始于立春与雨水节
气之间，每年这个时候，莱州湾总有一次“桃花
汛”。这汛期中，海湾里盛产桃花虾。桃花虾由此
而得名，并非传说的桃花盛开的季节，实际上，桃
花盛开之时，桃花虾早已过时了。

莱州湾春潮，勤劳人赶上了好时光。原生态
的大海，无私地给勤苦的人一笔笔丰饶的财富。
绿浪，被燕尾儿一样的船一溜剪开，向生机勃勃的
浩瀚深蓝里远航。

莱州湾春潮莱州湾春潮
□□赵惠民赵惠民

三鱼图 程十发 作

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北斗＋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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