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好航拍，回乡当“飞手”

“眼下是秧苗管护关键期，防治病虫

害十分重要。”周辉明说，为此，他的车上

每天装着一台超过50公斤重的无人机、

一台随时给无人机充电的发电机以及数

种必备农药、肥料。

你很难想象，这位能够轻松驾驭大

型无人机的小伙，曾是一名纯正的文科

生。“我毕业后留在北京，在一家银行从

事翻译工作。怀着对农村的梦想，想换

个赛道发展。”周辉明说。

在上大学期间，周辉明就迷上了航

拍，对无人机感兴趣。他意识到，无人机

或许能成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

2015年，周辉明回到丽水创业，从事

青少年无人机科普培训。一番折腾，没

赚到钱。“创业虽没有成功，但我还是不

想放弃无人机。”2020年初，他回到松阳，

瞄上了农业领域。承包茶园、成立丽水

市顺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考取无人驾

驶航空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组建植

保飞防团队……那一年，周辉明正式开

启了无人机操控员生涯。

“那时，第一代植保无人机刚刚推

出，很难买到，我就尝试购买零部件，自

己组装。”周辉明说，虽然能装起来，但在

实际操作中仍面临不少困难。

进入试飞阶段，周辉明又遇到了麻

烦。“无人机电池续航能力有限，飞不了

多久就要给电池充电。”周辉明说，如何

解决在田间给电池充电这个问题，让他

很苦恼。距离农家近的地块，可以通过

连接插线板充电；距离远了，他只能骑着

电动车来回送电池，既不方便，效率又

低，往往试飞一次就要花费一天的工夫。

后来周辉明寻找到可以给电池充电

的发电机，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克服了

一个又一个困难后，他的无人机越飞越

顺。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是那种一旦

认定了一件事，就会全身心投入并一条路

走到底的人。”对于周辉明的坚持，合伙人

项秋华看在眼里。面对种种困难，周辉明

从未放弃。正是这些坎坷经历，为他日后

的创业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购买多光谱无人机等各种设备、查

勘地形、制定测绘方案……这段时间，周

辉明忙到连轴转。“我和镇领导商量了一

下，准备制作一个古市镇的农田电子图

库，让农田管护更智能。”周辉明说。

这个电子图库具体有什么作用？“经

过测绘后，我们就有了全镇的3D版农田

电子图库，这样就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

农田监测系统。”周辉明说，无人机能对

农田环境及作物生长情况进行实时监

测，还能进行作物长势和营养分析，指导

精准施肥和打药作业。不仅如此，有了

电子图库，就相当于给无人机安装了“全

能导航”，让它们晚上也能作业。

古市镇地处松古平原核心区，拥有

良田上万亩，粮食种植条件得天独厚。

“有了现代化的管护手段，就能极大地提

高种植效率。”古市镇副镇长汤海霄介

绍。

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让生产更

高效，周辉明的探索还有很多。不久前

的春茶采摘季，周辉明就在自家茶园引

入了电动采茶机，这样一台小机器，同样

时间内完成了近120人的作业量。

未来，他还计划引入更多先进农业

技术和设备，推动家乡的农业现代化。

“他的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些，每天想着

如何通过科技改变传统的农耕方式。”

妻子笑着说，他就是个田野“梦想家”，

梦想着用科技的力量改变这片他深爱的

土地。

只要努力，梦想终究会实现。为破

解植保无人机手紧缺的难题，周辉明正

和丽水农林技师学院（筹）洽谈合作，开

设植保无人机飞防相关课程，为现代农

业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实践机会，帮助

他们掌握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

为农业现代化储备青年人才。

黄彦 叶梦雨

制作电子图，掌上管农田

初夏时节耕种忙。松阳县古市镇的稻田间，一架四旋翼植保无人机“呼”一声从地面腾空而起，快速飞到稻田上

空，随后农药从旋翼下方的喷头喷洒而下，均匀又精准。

设置参数、规划路线……让植保无人机“乖乖听话”的，是田边一位个头高高、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他叫周辉明，

1991年出生，是松阳乡村小有名气的植保无人机操控员（又称“飞手”）。

从大城市返乡创业，周辉明立志通过无人机推进家乡智慧农业发展。

有了科技的加持，干农活可以变得

既轻松又体面。然而，推广和应用植保

无人机并非易事。

“用无人机干农活，怎么可能？这就

是个大人的玩具！”当地种粮大户郑跃华

回忆起周辉明第一次给他介绍这项业务

时自己的反应。最初，村民们看到这个

“毛头小子”要通过科技改变传统的耕作

方式，多是半信半疑，有人甚至说他异想

天开。

没办法，周辉明只能耐着性子给大

家讲解，还将自家的茶园作为示范点，邀

请他们过来参观。“我们以低成本提供初

次服务，让农户亲眼见证实际效果。”周

辉明说。

2020 年 7 月，周辉明接到了第一笔

业务。“订单来自千岛湖，一个面积1000

多亩的茶园，地形崎岖，山势较高，如果

使用人工要付出很多体力和时间，甚至

存在安全隐患。”周辉明说。

然而，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植保无人

机的优势得以凸显。无人机轻松飞越崎

岖的山地，高效完成作业任务。周辉明

出色地完成了第一笔业务。

渐渐地，乡亲们看到了无人机植保

作业的高效率，而且节本增效明显。站

在田埂边，郑跃华指着眼前的水稻田算

了一笔账：这片田大概200多亩，雇4个

人施肥，肥料费和人工费一共要4000多

元，还要花费 4 天时间。但用植保无人

机作业，半天就能完成，费用只要 2000

元。再说打农药，200 亩田需要 10 个人

打一整天，而植保无人机一天可以打800

至900亩。

但这样的高效率并不是每个无人机

操控员都能达到的。周辉明认为，这行

想要做精、做长久，除了要有专业的操作

技能，还得成为一名“细节控”。“打什么

药、治什么病，每秒飞多少米，都需要精

准把控，一点都不能马虎。”

在徒弟陈森炜看来，工作中的周辉

明总是很“啰嗦”：让他反复练习，只有这

样，遇到突发情况才能有下意识反应；更

让他要有责任心，才能在这个行业中立

足，赢得客户的信任与尊重。

从镇里到相邻的县（市、区），再到省

外；从给果园、茶园喷药防治病虫害，到

为种粮大户高效精准完成播种等繁重的

农事作业，周辉明的业务版图和所涉领

域正在逐步扩大。去年他带领团队共完

成作业面积6万余亩。

无人机作业，轻松又高效

田间“飞手” 逐梦乡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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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杨梅上市

季节，慈溪市匡堰镇的

戚源杨梅专业合作社

里，“90 后”农创客戚军

洋和工人们正忙着用刚

刚引进的洗果、榨汁一

体机，开足马力加工杨

梅汁。

戚军洋是土生土长

的匡堰人，从小生活在

梅农家庭。当时家里10

亩杨梅地，就是他们全

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我

从小到大，读书、成家、

育儿……都是靠家里种

杨梅、卖杨梅获得的收

入，杨梅是我们生活的

希望……”戚军洋说，但

杨梅采收保鲜期短，常

常要“看天吃饭”。2013

年，杨梅采摘季碰上连

续降雨，杨梅没人收购，烂的烂、掉的掉，

梅农损失很大。

“看着父亲辛辛苦苦在雨中抢收杨

梅，挑到街边卖到天黑还没卖完的场景，

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戚军洋说。

2020年，戚军洋开始探索杨梅精深

加工技术，生产便于保存的杨梅汁、杨梅

干等产品。但想想容易做起来难。戚军

洋说：“一开始没有设备，榨汁还是传统

人工方式，工艺和技术都成问题。”2021

年开始，戚军洋引进技术，到果汁深加

工企业学习，但多数企业以利润为先

导，收购的原料良莠不齐，口感靠后期

配料调校。这并不是他想走的路。“我

们要做就做好原料、好品质，因为我们在

杨梅主产区，出发点是解决本地杨梅的

出路问题，必须以品质取胜。”

戚军洋一心致力精深加工，要求使

用优质的杨梅原料，这就需要人工选

果。而且杨梅汁不放防腐剂、色素和香

精，是纯汁，需要全程冷链保鲜。这样做

的工艺成本和技术要求特别高，在讲求

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上，可能亏本。

经过一次次试验，戚军洋逐渐掌握

了杨梅精深加工工艺，2023年，他的精深

加工技术趋于稳定，当年杨梅加工量达

到100吨。

有了好的开端，一定要站稳脚跟。

去年10月开始，戚军洋扩大再生产，先后

投入 800 多万元，把厂区扩大到 2000 平

方米，增加流水线、冷链设备等。“通过投

入设备和技术革新，目前我们的年加工

能力预计能达到800吨。”戚军洋说，以前

的投入都没有产生效益，好在随着加工

技术的成熟，去年实现了收支平衡。

今年，他计划通过扩大再生产，在提

升生产效率上下功夫，同时，进一步打造

品牌，拓展销路，解决杨梅采收期短、不

耐储存的问题。接下来，他将打造示范

性杨梅共富工坊，开发杨梅果啤、杨梅罐

头、杨梅零食等新型加工产品，进一步助

力杨梅三产融合发展，让杨梅成为“共富

果”，走出“农文旅融合+杨梅全产业链”

的特色共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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