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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机关工作人员，当过企业老板，积攒了

人生第一桶金后，带着用高科技种放心菜的梦想

回到故乡的田间创业——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农

工党党员、浙江一里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军的人生经历。

今年全国两会，孙军依然把目光盯在“三

农”上。

他的家乡在嘉兴嘉善县魏塘街道长秀村，

这里四面环水、土地肥沃、交通便捷，近万亩耕

地 98%是水田，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发展条

件。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较为分散，技术含

量偏低，产量不高，也卖不出好价钱，收入自然

也上不去。更让孙军忧虑的是，年轻人都不愿

意回来种田。

过去 12 年的经历，让他更加懂得如何端

好、端稳中国“饭碗”，“必须打破靠天吃饭的传

统农业生产模式，而‘数实’（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必须走在前头。”

这些年他带头干，已经用数字技术打通了

农业“研、产、供、销”全链路，探索对农民的全链

路数字化服务。

在“研”方面，公司通过与农科院等机构合

作拿到好的种子、培育出好的种苗，推广给农民

使用；在“产”方面，制定了一些生产标准，确保

品质稳定；在“供”方面，自有的供应链中心能够

给农产品初加工；在“销”方面，公司积极帮助农

户对接盒马鲜生、海底捞等多种高品质渠道，确

保农民增收。

走进孙军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温室大棚

与无尘厂房让你感受不到这是一个农业企业。

这些温室大棚内安装有阿里云的红外摄像头与

各类物联网数据采集终端，这些设备可以全天

候精准地采集棚内温度、湿度、光照、土壤等数

据，并传输至中央监控大厅的大屏幕上，农技人

员可以以此为依据实时调整种植方式。

“我们已经试种出一种黑科技草莓，每颗价

值 30~40 元，我希望带领乡亲们种出 100 元一

颗的草莓，增加他们的收入。”孙军说。

这次全国两会上，孙军还在呼吁一件事

——建议支持嘉兴试点实施农民退休制度，促

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一方面农业从业人员

老龄化、兼业化非常普遍，‘谁来种地’的问题

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农民在劳动

年龄段无法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转移就业到

二、三产业除外），导致晚年生活缺乏有效保

障。”

本报记者 蓝震 祝瑶

一颗黑科技草莓卖到三四十元
全国人大代表孙军建议：

用好数字技术
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

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人们的

“充电焦虑”也如影随形。目前，充电和换电是电

动车的两种主要补能模式，充电桩在全国范围内

广泛普及，而“换电”似乎缺少关注。

事实上，车电分离的换电模式比传统的充电

桩补电模式更高效，成本也更低。乘用车换电仅

需 1-5 分钟左右。其次，车电分离模式下，电动

车购置价最高可下降一半。特别是在重卡和出租

车、网约车领域推广，可以提升运营效率，经济效

益更加明显。此外，电池材料也可纳入循环经济

中，进一步提升环保效率。

因此，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

团董事长李书福带来了《关于加大电动汽车换电

体系建设的建议》。他坦言，目前换电模式尚有一

些配套政策和措施亟待突破。

举例来说，首先，在换电站建设管理相关环

节，土地审批存在诸多限制。同时，由于品牌、车

型、换电平台和装置技术等多方面不同，一座换电

站只能服务于单一车辆品牌甚至单一车型，导致

日益增加的建站需求和土地、电力资源有限的矛

盾进一步凸显。

其次，在国家标准方面，除了 2020 年 5 月发

布的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他大多是前些年发

布的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亟待修订完善并形成

强制性国家标准。

此外，各电池厂商研发方向和进度各不相同，

动力电池产品的能量密度、电池结构、尺寸规格等

方面无法做到统一，导致换电模式难以形成规模

效应。换电电池标准化程度低也制约着多个品牌

车型共享同一个换电站。

因此换电模式的适配问题，需要车企和电池

企业共同推进，若无标准的推进，各车企品牌仍将

使用不同的换电接口，无法完成适配。

针对以上问题，李书福提出一系列建议，比

如，加快明确换电站建设、高低压箱变、土地及建

设审批的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国家市场管理规范

体系内。建议政府开放公共停车场的资源准入与

支持，有效合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完善换电车型

相关政策法规；加速推动换电模式标准化、通用

化；推进换电电池包的标准化制定，使换电电池包

真正能够在不同车企、不同换电站、不同用户之间

互通互换。

本报记者 王静

新能源车保有量快速上升
充电问题也备受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李书福建议：

加大换电体系建设
缓解车主“充电焦虑”

“麻烦一下，你能帮我把挂号单打印出来

吗？”几天前，钱报·小时新闻记者在杭州市一

家医院用自助挂号机打印完挂号单后，一位

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叫住了记者。在帮老人用

社保卡打印出挂号单后，老人一边道谢一边

解释，“我看着满屏幕的按钮，一时反应不过

来按哪个。怕动作太慢，影响到后面的人。”

近年来，网络预约挂号、自助打印挂号单和

检验报告等方式越来越普及，这些旨在方便就

医的信息技术，却成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求医

看病时的难题。就医方面的困难，只是老年人

在信息社会遭遇“数字鸿沟”的缩影。

在之前的地方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旨在帮助老年人

跨越“数字鸿沟”。

这次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移动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郑杰建议：应进一步加快信息无障碍

建设，最大程度地弥合“数字鸿沟”，帮助每一个

人平等享受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福

利，让更多人享受数字化成果和科技带来的便

捷。

郑杰建议：加快推进信息无障碍立法工作；

加快推进信息无障碍标准体系的完善与落地；

加快推动互联网无障碍化普及；加快解决老年

人、残疾人运用信息技术困难；扩大信息无障碍

终端产品供给；提高全社会信息无障碍意识。

此外，3 月 5 日，中国移动新推出一款 5G

智能通信产品，采用中英免切识别技术以及语

义理解技术，在视频通话过程中，实现中英双语

实时自动语音翻译及转写，突破“语言关”，交流

无国界。

这款产品在北京冬残奥会期间推出，可以保

障残奥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技术官员的顺畅

沟通；尤其对于听觉残障人士，他们可以通过各

自的屏幕看到实时语音转写的双语字幕。这也

是中国移动践行央企责任担当，为推进信息无障

碍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作出的积极努力。

郑杰说，为确保今年 9 月的亚（残）运会顺

利召开，中国移动与亚组委将积极推动亚运智

能观赛，充分运用自由视角、多屏同看、超高清

直播、特效直播、AI数据观赛等新型技术，打造

创新观赛服务，残障人士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极

致观赛体验。 本报记者 张云山 蓝震

通讯员 汪龙江

信息技术让生活更便捷，但也难住了老年人等群体
全国人大代表郑杰建议：

加快信息无障碍建设，弥合“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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