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我们今天讲的5G、物联网、
AI等本质上都是技术。但是，技
术本身不产生商业价值。一定是
要有一套平台思维之后，再结合
场景、体验来驱动技术落地，才
能最终实现价值。

——上海比升公司 CEO 钟
华

未来的市场取决于更多行业
的数字化率，现在中国在消费互
联网层面，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行
业的数字化工作。但是，在产业
互联网方面，数字化的大幕刚刚
拉开，现在得消费互联网者得天
下。

——高瓴资本前总经理 赵
小兵

技技 术术

中国企业家不仅仅是商业创
新者，而首先是制度创新的思考
者和变革者。中国已经从淘金时
代步入炼金时代，对于企业社会
责任的要求，对企业整体全方位
推进的要求，都在提高。作为一
家优秀的企业，要勇担企业社会
责任，铸就民族品牌。

——飞鹤乳业董事长 冷友斌

在双循环为主体的新形势
下，中国企业应长期专注专业的
工匠精神，做高品质、高科技含
量、更细分化的产品，以供给创
造需求，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优秀
的中国品牌，更有机会成为国际
品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会副会长 樊 纲

品品 牌牌

引发企业和企业决策者焦虑
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原因就是“着急”——急着
想要达成目标。可是，越是急着
达成目标，目标往往越难实现；
越着急就越失望，越失望就越焦
虑。怎么办呢？做个“长期主义
者”。

——御风集团董事长 冯 仑

一家优秀的企业就是一只大
乌龟，只知爬呀爬，全然没看见
路两旁的鲜花，不被各种所谓的
风口所左右，只傻傻地走自己的
路，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华为公司总裁 任正非

每临经济周期低谷期，都会
有很多企业倒闭，而那些能够
坚持下来的企业，通常是坚持
长期主义的典型，他们相信未
来，相信现在的行为对未来的
意义，而并非动辄降薪、裁员、
缩减业务。

—— 稳 健 医 疗 集 团 董 事 长
李建全

不同时期下，政治、市场环
境以及各种不稳定因素都可能会
对企业的经营造成影响，所有这
些问题，企业掌舵者应该更多地
从企业的长远发展上去考量，放
眼长远，立足现实，要审时度势
地经营自己的企业，要紧跟这个
时代发展的潮流，关注企业未来
的发展，让现在的行动拥有未来
的意义。

——百胜中国CEO 屈翠容

速速 度度

“粉丝”从新疆赶
来听他讲课

日前，泊头市广源种养结
合合作社举办的新一期农民电
商培训班在泊头市齐桥镇大傅
村举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农民何鹏专程从乌鲁木齐来到
泊头学习。

“听说‘齐所长’要开课
了，我坐了 30多个小时的火
车赶过来学习。”来到泊头，
何鹏十分激动。他口中的“齐
所长”，是广源种养结合合作
社负责人、“农业网红”齐
勃。齐勃每天通过视频直播传
播农业种植、养殖新技术，

“粉丝”已有200多万名。
“‘齐所长’经常在直播

间里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踏踏
实实地教我们致富，我每天都
关注他的直播。”何鹏说。

听说“齐所长”要在泊头
市举办农民电商培训班，他便
买了车票赶过来听课。

本期培训的内容是杜波寒
羊的养殖技术及怎样进行直播

“带货”，何鹏一边听课，一边
拿着纸笔记录要点。

电商培训班里，参加培训
的都是农民，多数是从我市献
县、盐山及保定、廊坊等地赶
过来的，甚至还有一些人来自
湖南、湖北、安徽、贵州等省
份。

这样的培训班，齐勃已经
举办了 38期，每期学员从十
几人至几十人不等。

“我一直养羊，但感觉传
统技术跟不上时代步伐了。我
来这一次真值了，收获了满满
的‘干货’。”何鹏说。

二次创业开启直
播路

齐勃表示，自己成为“农
业网红”纯属误打误撞。

高中毕业后，齐勃开始创
业。当时听说种植绿化苗木赚
钱，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冲劲儿，他一头扎了进去，不
想迎面被市场浇了一盆凉水。

“我刚入行时，一株树苗
还能卖百十块钱。我 12元钱
一株买进，种了一年，市场价
格却跌到了 10元钱……”这
一次，齐勃亏损了近百万元。

创业失败给了齐勃很大打
击，但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关注
起红枣苗木种植行业。

“南方对枣的需求量比咱
北方多，他们喝茶、做甜品、
做饭时喜欢放枣。而且，南方
的枣比北方早熟一个月，价格
能卖到北方的5至8倍。”齐勃
说，在“倒枣”的过程中，他
发现南方市场有枣树更新换代
的需求，且南方荒山多，流转
土地价格便宜，种出来的枣品
质也不错。

“咱沧州是全国著名的
‘金丝小枣之乡’，枣树栽培历
史源远流长，要是进行枣树改
良，肯定能闯出一番新的天
地。”

发现新商机后，他借来几
十万元承包了 25亩地，开始

二次创业。
这一次，吸取了上次失败

的教训，齐勃首先在管理技术
和考察市场上下功夫。他多次
向省农科院专家请教，学习先
进的育苗技术、考察新的市场
品种。

同时，为了尽快推广自
己的苗木，齐勃开启了直播
之路。“2016年夏天，第一次
直播，心里十分忐忑，站在
手机前也非常紧张，不知道
说什么，就干脆带领大家看
看我的果园，同时修剪一下
枣树。”齐勃回忆第一次直播
的情景。

一次“失败”的直播却让
齐勃收获了网友的心。“第一
次直播就有上百人关注，一下
子感觉大有可为。”齐勃兴奋
地说。

之后，齐勃注册了“农业
农村研究所”的昵称。每天，
他都通过直播传播农业种植、
养殖新技术，帮助农民解决一
些问题。同时，他开始尝试在
直播间销售家乡生产的农产
品，到了年底，收获10万+的
关注量让他的信心更足了。

全国 438 名农民
加入合作社

成为“农业网红”并带货
成功后，更加坚定了齐勃“互
联网+农业”的创业方向。齐
勃还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共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38名
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枣树苗
不仅销往云南、贵州、四川
等国内省份，还出口到了西
班牙、马来西亚等国家。如
今，合作社的年销售额超过
5000万元。

此外，齐勃将“农业农
村研究所”作为一个技术分享
平台，将全国120余家种植养
殖企业、50余家农资生产企
业、众多农业技术专家连接在
一起。

齐勃说：“现在，手机成
了很多农民的‘新农具’。接
下来，我想让更多农民利用手
机直播，把田间地头的农产品
第一时间展示给消费者，让农
民的日子好起来。”

近年来，在齐勃的带动
下，周边村庄的 2000多名农
民下载了手机直播软件，记录
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有的当起
了农业主播，收获了自己的

“粉丝”；还有的跟着齐勃学习
养殖、种植新技术，或者加入
合作社，增加了收入。

而更让他珍惜的，是农民
的认可。“情系农民解民忧，
快手直播办实事”“服务千家
万户，传播时代强音”“不出
钱不出力，专为农民出主意”

“新型农业绿色直播，引领农
民发家致富”……如今，齐勃
已收到400多面锦旗，这些都
记录了天南地北的农民对他的
认可。

创创 业业

创业要有远大理想，是没错
的，而理想和现实，往往会很遥
远，不妨先确定一个次目标，做
一件和理想有点远，但一定能成
功的事。一旦你成功了，就会得
到鼓励，接着可以再确立一个跟
理想更近的次目标，再成功，就
再确定一个，直到引导你走向成
功。

——万科集团创始人 王 石

创业时别着急，慢就是快，不
要干着10块钱的活，想着1个亿
的事。先把客户服务好，口碑一树
立，后边的事自己会来。

——跟谁学公司CEO 陈向东

北斗技术赋能
实现自动农耕

寒冬的冬季，让忙了一年的农民
迎来难得的农闲时光，但沧县鑫翰农
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文国却依然在忙
碌，他在保养他的宝贝——加装北斗
导航的智能农机。

张文国表示，近年来随着北斗技
术服务日益下沉，让沧州的广大农民
享受到了北斗技术带来的便利。

“装上北斗导航设备，农机具就能
够自己‘干活’，合作社实现了全程机
械化作业，在全省率先打造成功了
2000亩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张
文国微笑着说。

张文国擦拭着一台喷雾机，它加
装了“物联网+精准作业”喷药系统，
利用北斗卫星导航服务，定位可精确
到 1厘米，同时，通过遥感技术，可
以对农作物进行实时监控，实现化学
农药喷洒自动变量精准控制。

“原来农户自喷每亩需要 200多公
斤药液，我们每亩只需要 75 公斤药
液，并且效率也高，2000多亩地三四
天就能完成作业。”张文国说。

2018年，鑫翰农业合作社在省农
机局和沧县农机部门的指导下，与国
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河北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合作，共同建
设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合
作社配置了北斗卫星导航自动驾驶系
统智能装备 1套、智能终端平台 1部、
监控装置8套。

尝到甜头的张文国，第二年又上了
2套自动驾驶系统智能装备。经过三年
的实践，合作社在多种农业机械作业中
已经能够熟练应用北斗导航系统，实现
了农业机械无人化作业，农业作业效率
和作业精度都大幅度提高。

“现在地里的活儿基本上不用人工
了，机械作业全部按既定输入程序进
行，由智能终端平台实时监控，靠

‘北斗’定位信息自动调控。”张文国
指着身旁的喷雾机说，“比如精量喷药
作业，喷雾机上有 6个喷头，终端系

统根据‘北斗’提供的信息，分辨玉
米苗生长状况，使用不同喷嘴喷出不
同药量，苗多的地方多喷，苗稀的地
方少喷。”

万物互联
不同农活组成有机体

靠北斗技术服务实现农机自动驾
驶的同时，物联网技术也让彼此割裂
的各项农活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在吴桥县奔腾粮棉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麦田内，合作社理事长李刚拿起
手机，轻轻一点，地下的喷灌设备缓
缓地探出头来，开始冬灌。“雨水”温
柔洒落到麦苗身上，让口渴的土壤喝
饱甘泉。

“通过水利部门扶持，我在农田里
建起气象站，安装地埋式自动伸缩水
肥一体化喷灌设备。气象观测设备全
天候不间断地对农田温度、湿度、地
温、辐射等要素进行自动监测记录，
通过数据分析，如果发现土壤缺水，
就会发出相关提醒。这时我用手机就
能控制智能喷灌系统及时为农作物浇
水、施肥。”李刚望着一望无际的农田
微笑着说。

这套智能系统让李刚从繁重的农
活中解脱出来，在提高合作社运营效
率的同时，也将管理成本大大压缩。

2014年春，吴桥当地开始推荐地
埋式自动伸缩水肥一体化喷灌工程。
正值小麦拔节时，埋设喷灌设备就要
在麦田内挖开一米多深的土层，对地
表的小麦将造成很大破坏，因此很多
农户都不敢尝试。

正当推荐工作陷入停顿时，李刚
主动找到项目部，承担起项目的实验
工作。

一个月后，400亩麦田完成铺设。
“当年就见效益了。”李刚说，“之前浇
地，两三个人浇一亩地，一天也浇不
了几亩，400亩麦田要浇十多天。用上
喷灌设备后，一天就浇完了， 省时、
省人、省水。”

第二年，地埋式自动伸缩水肥一
体化喷灌面积发展到800亩。

之后的小型气象站推广任务，他
也是第一个带头承担。

建设综合数字平台
推动种植业转型升级

在沧州扎根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农
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小京表示，
近年来，农业物联网、无线网络传输
等技术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监
测数据的海量爆发，农业跨步迈入大
数据时代。现代农业通过技术手段获
取、收集、分析数据，可有效地解决
农业生产和市场流通等问题。互联网
技术驱动农业生产向智慧型转变，对
于沧州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意义。

目前，沧州智慧农业项目还处于
单点突破阶段，相关模式和技术仍然
需要进一步摸索。

去年，河北培育形成 100个以上
具有较大规模的农业物联网集成应用
典型。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发挥运营
商、信息化企业、农业科技公司技术
优势，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
业科技园区和国有农牧场，支持引导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开展智能节
水灌溉、精准施肥、饲料精准投放等
精准化作业，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
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
业新模式。与产业头部企业对标学
习，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相关专业人士建议，相关企业可
以尝试通过各级农业物联网综合应用
平台，实现快速采集、智能处理、及
时服务和便捷响应服务，为农业生
产、经营、管理等主体提供物联网监
测、控制、预警、宏观决策和专家咨
询支撑服务，节约生产管理成果，增
加农业生产收益。

相关企业也可尝试开展农业物联网
应用，联合阿里巴巴、京东集团结合智
慧农业产业化示范县建设，实行单品突
破，对多个品类农产品进行全产业链关
键环节数据采集、分析，在节约成本、
保证动植物生长、防灾减灾抗灾和精准
对接产销等方面发挥作用。

本报讯 （吴梦） 为进一步推动
沧州电商产业发展，日前，由沧州
雅泰集团举办的阿里巴巴 1688 沧
州产业带网商庆典大会在沧州高新
区举行，雅泰集团邀请阿里集团中
小企业商学院讲师刘文娟、阿里国
际站北方大区讲师崔文杰等多位专
业人士为众多企业代表讲解双循环
下中小企业如何利用电商开拓新市
场。

在广泛讨论中，跨境电商成为大
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受疫情影响，全
球经贸活动遭受巨大冲击，我国外贸
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然而在全
球经济整体下行的形势下，跨境电商
却“逆势生长”，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

能。
崔文杰表示，中国集装箱行业协

会数据显示，自去年 7月以来，中国
出口货量急剧上升，出口集装箱需求
猛增，不论是海运市场还是中欧班
列，都出现箱源紧缺、运费飙升、周
转延迟现象。

在国内外贸业务的快速复苏中，
中小企业的跨境电商优势明显。疫情
给我市对外贸易和实体产业发展带来
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跨
境电商作为外贸的新业态、实体产业
对外销售的新途径，以其数字化、多
边化、便捷化，为国际贸易合作提供
了广阔空间。

我市一家生产企业的代表表示，

他们公司“两条腿”走路，一边在线
下销售运营，一边通过阿里巴巴国际
站平台运营。疫情发生后，不少企业
生产销售产生了大波动，但对公司影
响有限。“这些年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公司出口额和发展都实现了质的飞
跃，公司生产的产品已经销往世界 70
多个国家，年出口额从最初的几十万
元到如今已达上千万元。”

““互联网互联网++农农业业””
为创业致富开新门为创业致富开新门
本报记者 吴 梦 本报通讯员 杨梓艺

泊头青年齐勃，通过直播推广红枣种植技
术，收获200多万名“粉丝”，带动周边2000
多名农民进行直播，成为众多农民心中的“最
美网红”，并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438名农民
共建合作社，将红枣树苗卖到了西班牙、马来
西亚等国家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加快我国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新征程。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加速涌现，北斗技术、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开始运用到沧州农业产业各环节，让农
民解放双手，土地单位产值快速提高，智慧农业快速成长

北斗技术服务北斗技术服务下下沉解沉解放农民双手放农民双手
———沧州—沧州智慧农业探智慧农业探析析（（二二））
本报记者 吴 梦

跨境电商站上外贸新风口跨境电商站上外贸新风口

智能农机行走田间智能农机行走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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