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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咨询电话：15807332886（李先生） 13907412192（郭先生）

招募对象：6-16周岁青少年儿童

6月1日起，株洲日报社晚报一楼大厅接待咨询和报名，现场有惊喜相送

6月30日前报名缴费直减300元
3人及以上同行或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报名，再降200元

安全教育营 未来警察营 生命成长营7天 14天 21天

2980元 4980元 6680元

识别二维码，入群了解详情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
员/王锋） 春深四月去，夏至六月新，时光恰如

许，书香正浓郁。6 月 15 日，第十六届“株洲读

书月”全民阅读活动在神农大剧院启动。市委

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江小忠宣布活动启动，副

市长蒋湘晖出席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公布了 2023 年度株洲市全民阅

读“最美”系列获奖名单和第五届全民阅读“爱

心无限”公益活动先进单位名单，发布了 2024年

株洲市全民阅读活动，包括市妇联“稻花香”亲

子读书会、全市中小学生读书行动、阅读推广

“七进”系列活动、“神农阅读荟”公益阅读服务、

稻花香读书会等 28项活动，引领阅读风尚，让书

香飘满株洲的每一个角落。

当晚，第十六届“株洲读书月”全民阅读活

动之文学创作座谈会在聚典阁东阳书院举办。

唐浩明、何立伟、水运宪、蔡测海、盛和煜、龚曙

光、聂鑫森、万宁等 8 位文坛名家，与 20 名我市

本土作家代表，面对面开展文学创作交流。

座谈会上，这些文坛名家结合自己多年来

的文学创作的实践，用幽默诙谐的话语和富有

哲理的分析，针对株洲作家代表们在文学创作

中遇到的“瓶颈”和困惑，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地进行答疑解惑，鼓励大家写作时勇于跨界、

“破圈”，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与鉴赏

能力。让参与现场交流的株洲作家们如沐春

风、豁然开朗，精彩的互动不时赢得大家阵阵

掌声。

“株洲读书月”自 2007 年举办以来，已经成

功举办十五届，秉持“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宗

旨，通过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不断深化“书香

株洲”建设，参与人数实现了从几万人到百万人

的跃升，在全市范围内不断掀起全民阅读热潮，

也让“株洲读书月”成为株洲闪亮的文化品牌，

株洲阅读指数排名蝉联全省第二，多次获得国

家级表彰。

湖南省2023年度最美书店
湖南新华书店集团株洲市分公司神农城店

株洲市最美阅读品牌（4个）
株洲市紫轩堂国学公益读书会

攸县图书馆天成分馆天成国学亲子读书会

株洲市图书馆阅向未来“少儿故事大王”

大奖赛

株洲市市政工程维护中心市政“悦读”

株洲市最美阅读空间（4个）
株洲市图书馆绘本馆

湖南韵动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韵动书屋

株洲市烈士纪念园管理处·红色书吧

茶陵县图书馆东阳书屋分馆

株洲市最美书店（3个）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醴陵市分

公司瓷润书城

醴陵市瓷谷书吧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攸县分

公司

相关链接

15日，作家龚曙光新书《样范》分享会现场。 记者/刘震 摄

第十六届“株洲读书月”活动启动

八位文坛名家精彩“论道”
芦淞区第二届
群众文化艺术节收官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宋
懿） 6 月 15 日晚，幸福邻里·时尚芦淞“茶里茶藜杯”芦

淞区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决赛在大汉悦中心中庭广

场隆重举行，为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的文化艺术盛宴。

此次群众文化艺术节自 5 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区

各街道（镇）、文艺团队、艺术培训机构以及文艺爱好者

的广泛响应和热情参与。活动共接受 6000 余名群众报

名的 430 个节目报名，通过 8 场海选、2 场复赛，选拔出 20

个优秀的文艺节目参加了当晚的决赛。

舞台上，诗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情景歌舞

《上春山》、舞蹈《曙光》《再见幼儿园》等节目，赢得满堂

喝彩。参赛选手们认真以待，毫不怯场，表演风格特色

各异，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乡土气息，让群众文化艺术全

面开花。

值得一提的是，当晚的表演嘉宾——来自白关镇团

山小学的孩子们，这群怀揣着艺术梦想的农村孩子为了

参加此次活动，很早就开始投入训练，通过不懈努力，舞

蹈《渔梦渔乡》最终登上舞台，孩子们优美的舞姿获得观

众的阵阵掌声。

燃气安全知识送进小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喜张 通讯员/王辰

玥） 今年 6 月，是第 23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 月 15

日，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简称株洲新奥）举办安全生

产月进小区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活动，将燃气安全知识送

进小区。

“使用天然气过程中，突然泄露怎么办？”“如发现有

燃气异常现象，应立即打开窗户，保持通风，同时，杜绝

一切明火，不要开灯，不能开关电器，然后到室外安全地

带拨打 95158 燃气报警电话报警，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第

一时间上门处置。”在 601 小区活动现场，株洲新奥组织

了燃气安全知识抢答闯关，免费上门检测、排查安全隐

患，产品以旧换新、特殊折扣等系列活动，受到居民们的

热烈欢迎。

住在附件小区的刘阿姨说，这样的安全宣传活动特

别有意义，既展示了各地发生的燃气事故警示案例，提

高了大家的安全意识，还介绍了很多使用燃气的安全常

识和应急处置方法，提高了大家安全使用的技能。

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2023年度株洲市全民阅读“最美”系列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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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无人农场开创者

罗锡文院士与株洲的故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自动升降、前进、转弯……一台插秧机驶过后，天元区三门镇平整的水田留

下一行行嫩绿的秧苗，而插秧机上并无驾驶员，这是发生在株洲首个建设中的无

人农场的一幕。6月初，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带着无人驾

驶插秧机、直播机在这里“首秀”。

“我一生有三个老师，第一个是农村，第二个是工厂，第三个是学校。”罗锡文

是从株洲走出去的院士，他说的农村就是株洲的简家冲（今属天元区栗雨街道栗

雨社区）。他在这里度过难忘的童年时光，后在株洲市三中度过青春岁月……本

报记者采访了罗锡文院士，听他讲述他与株洲的故事。

简家冲的苦乐童年
“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1945 年初冬，一个男婴在简家冲小山村呱呱

坠地。他的父亲给他起名为罗锡文。当时，父亲

在镇上的邮局工作，母亲带着罗锡文三兄弟和两

个姐姐在乡下生活。

“那时候农村生活很苦，兄弟姐妹 5 人，早早

就跟着母亲下田干活。”罗锡文回忆，每到“双

抢”，天还没有亮，他就会被母亲从床上叫起来，

跟着大人下田插秧，天亮了吃完饭继续插秧。

插秧插累了，罗锡文站起来伸伸腰，妈妈在

一旁说：“小孩子有什么腰，赶快插！”当时他就萌

生了一个想法：“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那时候耕田都是靠牛。有一次，罗锡文滑倒

在田里，差点被牛踩伤。还有一年秋收时，罗锡

文和姐姐比赛割水稻，一不小心，罗锡文的左手

无名指尖连指甲带肉被镰刀割掉了约 2 毫米，小

锡文疼得在地里打滚。自此，罗锡文的左手无名

指，比正常的手指要短一点。

童年干农活的经历，让罗锡文对农民的感情

特别深厚，“总想着让农民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

出来。”儿时，一颗改变农作方式愿望的种子，就

这样深深地埋在他心中，并伴随一生。

虽然农村生活艰苦，但也留下很多快乐的回

忆。抓鱼、摸虾、捉鸟、稻草堆里捉迷藏……这些

属于农村小男孩的寻常快乐，化解了他干农活的

劳累。

劳作一天回到家，罗锡文最享受的时光，莫

过于躺在塘边的竹椅上乘凉。“那时候，妈妈总会

拿着一把大大的扇子，为我们驱赶蚊子。”回忆童

年时光，让已经誉满国际的农机专家脸上漾开了

恬静的笑。

求学路上孜孜不倦
“三中岁月让我印象深刻”

罗锡文怀惴着“什么时候不需要人插秧就好

了”的美好梦想，在简家冲度过了童年。1952 年，

他进入家乡的连喜坪小学读书，1958 年考上株洲

市三中。

1958 年至 1964 年，罗锡文在株洲市三中读完

初中和高中。他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

茅，还担任学校团总支、学生会干部。他说：“我

不是很聪明，但我比较勤奋，三中岁月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罗锡文回忆说，当时的老师很注重启发式教

学，因此，60 多年后，他还记得当年老师讲课时的

情景。

罗锡文的外甥罗志光，一直住在株洲。罗志

光说：“小时候常听大人说起，舅舅一直是品学兼

优的‘学霸’。”在罗志光的记忆里，罗锡文还曾带

他去过韶山。

上小学时，因为学校离家较远，罗锡文兄弟

和姐姐们中午都不回家吃饭，母亲就会把平时家

中舍不得吃的小鱼干蒸上一条，配上辣椒，给罗

锡文姐弟们作为在学校的中饭。

为节省钱供罗锡文和姐姐读书，父亲退休

前，都是两年才回家一次，家里的一切就全靠母

亲勤勉撑持。虽然母亲将整个身心倾注于一家

人的生计，可一旦村里人有事，母亲都会义不容

辞地尽力相助。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罗锡文养成了吃苦耐劳、

踏实肯干的作风。几十年来，罗锡文不论到什么地

方，都一定要脱了鞋子下田走一走，亲身感受农机作

业的环境。“这是妈妈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1964 年罗锡文高中毕业，农家孩子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无线电

技术专业。

大学毕业后，罗锡文满怀憧憬准备进入无线

电领域工作，但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个玩笑，他被分

配到贵州省铜仁县的广播站，他不喜欢这种每天

开关机器的单调工作，最后选择去了铜仁县农机

厂，在这里的9年，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天工作，晚上复习。1979 年，罗锡文考入

华南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成为一名农业机

械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的农机专

家邵耀坚教授。

1987年，罗锡文踏上赴美国求学的道路，在美

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和肯塔基大学进修。两年

间，他学到了很多农业工程的先进理念和技术。

开创水稻无人农场
“让农业生产所有环节实现机械化”

6 月初，株洲首个无人农场迎来无人插秧机、

直播机“首秀”。今年 79 岁的罗锡文,全程站在田

间地头指导。农机开始作业前，他细心地查看机

器的各个部位的运转情况。

“田块土壤有什么特点？农机在使用过程中

有哪些问题？哪些技术细节需要改进？”罗锡文

站在田里，耐心地说给技术员和农民听。

罗锡文的学生说：“每次做试验，罗老师都会

卷起裤脚，赤脚下田。”罗锡文解释：“只有两只脚

踩在泥中，才能判断设计的机器下田后的作业情

况，才会知道应该怎样改进。”

“什么是无人农场？”面对农民们的提问，罗

锡文娓娓道来：“无人农场是在人不进入农场的

情况下，采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机器

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远程控制农场中的设施、

装备和机械，使之自主决策和自主作业，完成所

有农场生产、管理任务的一种全天候、全过程、全

空间的无人化生产作业模式。无人农场的本质

是实现‘机器换人’。”

经过 40 多年的研发和创新，罗锡文不仅实现

了“人不用弯腰插秧”的童年梦想，而且还实现了

耕种管收生产环节全覆盖，机库田间转移作业全

自动，自动避障异况停车保安全，作物生产过程

实时全监控，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全无人。

“我用牛犁过田，后来设计了无人驾驶拖拉

机；我插过秧，后来设计了无人驾驶插秧机；我打

过农药，后来设计了无人驾驶喷雾机；我打过谷

子，后来设计了无人驾驶收获机。”罗锡文说，中

国的农机 1.0 到 4.0，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全，从

全到好，从好到强的过程。这是一部中国农机的

科技进步史、创新史。我见证了 1.0，做了 2.0 的

事，努力在做 3.0的事，争取向 4.0过渡。

罗锡文的微信名叫“开直播机的老头儿”，微

信头像是戴着草帽的他与第一代水稻直播机的

合影。他说，我在农村长大，深知农民的艰辛，我

们研究农机，就一定要为农民、为农业实实在在

的做点事，让农民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让

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都实现机械化。

无人驾驶插秧机火了

罗锡文院士
解答读者提问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近日，株

洲日报知株侠视频推出《无人驾驶插秧机来了》的视

频报道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记者就读者最关

心的问题，采访了罗锡文院士。

记者：无人驾驶插秧机对农田有什么要求？

罗锡文：无人驾驶插秧机适用于高标准农田或

成块的大田，地块要大，田面要平，要连片种植，这样

机械化程度高，可以通过小并大、弯改直、坡改平等

举措，进行宜机化改造。

记者：为什么无人驾驶插秧机的行距，看上去比

传统人工插秧的行距要宽？

罗锡文：我们用的无人驾驶插秧机的行距是

30cm，考虑到行距较大，我们用的是 12cm 株距。一

般情况下，杂交稻可选用 30cm 的行距，常规稻可选

用 25cm 行距。

记者：无人驾驶插秧机能自动放秧吗？

罗锡文：目前无人驾驶插秧机的秧苗都还得靠

人工放上去，还不能实现自动加秧。

记者：无人驾驶插秧机，产量如何？

罗锡文：水稻品种是一种优质稻“富美占”，据用

户介绍，如管理得好，亩产可达 450公斤。

记者：无人驾驶插秧机价格贵不贵？

罗锡文：无人驾驶插秧机的价格主要由三部分

组成，第一部分是插秧机的价格，不同型号的插秧机

的价格差距较大。第二部分是购机补贴，各地对不

同型号插秧机的补贴比例不一样。第三部分是加装

无人驾驶系统的价格，不同企业的报价也不相同。

罗锡文（后排左二）在株洲市三中的读书岁月。

记者/杨如 翻拍

相关新闻

罗 锡 文 在 株 洲

指导无人农场建设。

记者/杨如 摄

无 人 驾 驶 插 秧

机在株洲“首秀”

记者/杨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