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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7月 10日电 （记者邵琨、陈国峰）7 月 10 日，第十届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尼山开幕。本届论坛以“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明”为主议题，旨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设置“全球挑战下的文明交流互鉴”等

6 个分议题。

据了解，本届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社

会科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持续到 7
月 11 日，其间举办主旨演讲、高端访谈、分议题对话会、平行论坛等

20 余项活动。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诞生

地——尼山命名，首届论坛于 2010 年 9 月举办。论坛坚持“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原则，广邀中外专家学者，深入开

展学术交流。如今，论坛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不断创新、影响力不断

提升。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

“线长要分毫不差，手劲要均匀，抻拉

要到位，这样编出来的结绳才好看。”河北

省保定市易县“结伴儿”满族结艺非遗工作

室内，今年 35 岁的工作室负责人董新瑞正

耐心地为前来领取结绳材料的村民做技术

指导。与普通结绳相比，这是一种色彩更

加艳丽，形状更加饱满、立体的结绳编织技

艺。一挑、一穿、一拉……一根根彩线在她

手指间飞舞跳跃，不一会儿，一个饱满、立

体的结绳就编好了。

董新瑞带领大家编织的，不仅是一条

条精美的手绳，更是一个个村民幸福生活

的梦想。自创立非遗工作室以来，董新瑞

走村入户开展结绳技艺公益培训、打造家

庭微工坊助农增收。她先后获评“全国乡

村 振 兴 青 年 先 锋 ”“ 中 国 好 人 ”等 荣 誉

称号。

“只要村民想学，我就
一直教下去”

董新瑞从小跟着姥姥学习结绳技艺，

后来选择在编织领域深耕。她选择下乡

开展公益培训，源于一次和朋友的交谈。

“朋友告诉我，村里很多妇女没技能没收

入，若把结绳技艺教给她们，既能推动工

作室发展，又能带动增收、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

在朋友介绍下，董新瑞来到全山庄村

开展公益培训。几张桌子、几卷彩线，在村

里的支持下，2018 年 10 月，董新瑞的第一

堂乡村公益培训课就在这个偏僻山村的一

处闲置农房里开课了。

“结 绳 是 一 项 技 艺 ，学 了 就 多 一 项 技

能。”第一堂课就有超过 20 人来听，结束后，

不少村民还主动领取彩线回家练习。在这

之后，她经常来到全山庄村，一户一户到村

民家中手把手地教结绳技艺。想学的村民

越来越多，董新瑞又开始建立培训队伍，扩

大覆盖范围，增加公益课堂频次，逐渐覆盖

6 个乡镇的 30 多个村。

户 传 户 、村 传 村 ，有 些 村 民 学 会 了 技

艺，也主动加入到公益培训的队伍里，免

费 教 亲 戚 朋 友 、左 邻 右 舍 。 相 关 部 门 了

解情况后，积极协调，为董新瑞的培训团

队 免 费 提 供 场 地 。 目 前 ，易 县 已 有 20 个

行政村建立了手工结绳编织公益培训基

地 。“ 只 要 村 民 想 学 ，我 就 一 直 教 下 去 。”

董新瑞说。

“结绳技艺带来的不仅
是 收 入 ，更 是 对 生 活 的
热爱”

村民们学会了技艺，又该如何在家门

口赚到钱？2019 年起，董新瑞开始摸索“居

家加工”模式，通过与村民签订加工回收协

议，鼓励村民领取“订单”回家编织加工。

为了激发村民的生产积极性，针对村

民前期的订单，只要达到编织基本要求的，

工作室全部按全价进行回收。“技艺需要熟

能生巧，越是起步阶段，越要给她们坚持下

去的信心。”董新瑞说。

没过多久，村里就涌现了一批结绳能

手。如何发挥好这些人的带动作用？董新

瑞又鼓励她们在自己家中成立结绳编织家

庭微工坊，进一步带动周边更多村民增收

致富。

太平峪村村民赵海静就依托自家的临

街店面设立了一个结绳编织家庭微工坊。

一到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会聚在这

里一起编织结绳。一个月最少能赚 1500
元，多的时候能达到 6000 多元，靠着结绳编

织家庭微工坊，今年 40 岁的赵海静一年能

增加不少收入。“结绳技艺带来的不仅是收

入，更是对生活的热爱。”赵海静说。

如今，在易县，像赵海静这样建立结绳

编织家庭微工坊的村民有 900 多人，带动村

民就业增收超千人。同时，面临新的市场

需求，董新瑞开始带着村民一起开发新的

结绳编织产品，进一步打开销路。

“吸引更多人加入到结
绳技艺传承创新中来”

“增收不能只是一时的，要保持长久。”

如何实现持续增收？最近两年，董新瑞把

重心放在了创新产品、开拓市场上。

“可以尝试蓝黄色交织的如意结，颜色

亮丽，寓意也好。”“建议搭配透蓝色珠子，

增加手绳的青春感。”……工作室的设计空

间内，三五个设计师围坐一起，正在探讨关

于新产品的设计问题。让人意外的是，这

些设计师都是当地的村民。

“老手艺新调整。”在带动村民学习结

绳编织的过程中，董新瑞在她们身上发现

了创新的活力。去年开始，她在工作室就

业的村民中“选拔”了 4 人，组建成设计小

组，通过组织专业学习、开展主题设计比赛

等不断激发创新能力。

今年 41 岁的北岭东村村民王文霞是小

组成员之一。一年多来，她参与了多款热

门产品的开发设计。“村民的创造力很强。”

董新瑞计划今年多组织一些村民参与设计

小组的学习，带动更多人加入新产品的设

计研发中。

眼下，暑假来临，董新瑞开始筹备设计

新一轮的编织结绳课程，为下学期“非遗进

校园”做准备。作为易县“满族结绳技艺”非

遗传承人，只要有空闲时间，她就会走进学

校、社区等，通过体验式教学，宣传结绳技

艺。“后面我准备开展更多活动，吸引更多人

加入到结绳技艺传承创新中来。”董新瑞说。

工作室内，满墙的彩线五彩斑斓。“彩

墙”前的工作台上，一根根彩线在一双双巧

手间飞舞、跳跃。董新瑞仔细看着，期盼着

未来可以用结绳帮助更多人编织出幸福

生活。

开展公益培训、带动村民增收，非遗传承人董新瑞

传承结绳技艺 编织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邵玉姿

■守望R

董 新 瑞（中）在 工 作 室 指 导 村 民 编 织

结绳。 受访者供图

四川、宁夏、新疆……古稀之年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

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长途奔波——在他的

努力下，16 个省份建起了试验示范基地。

他希望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帮助农

民增产增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

近 50 年来，尹飞虎从事农田水利与土

壤肥料方面的科研工作，取得多项创新成

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新疆兵

团科技进步特等奖、特殊贡献奖各 1 项，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3 项。

耕层土壤盐分下降 3.1%—7.3%

“把带有孔隙的管道
铺设于地下一定深度，使
水盐溶液随管道排走”

1972 年，18 岁的尹飞虎放弃了去机关

单位、学校工作的机会，从湖南来到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学习农业知识，4 年后进入

科研单位。“我出生在农村，5 岁就开始下

田插秧、拔草，对土地的感情已经深深刻

进了我的骨子里。”尹飞虎说。

“ 做 农 业 研 究 ，必 须 先 在 田 地 里 学

习。”尹飞虎看到了当地农耕的难处：缺

水、土壤盐碱含量高，作物产量上不去。

为了节水，只能种小麦、玉米、棉花这些旱

生作物，盐分升高了，只能种水稻压盐，但

这会使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

为了更好地节水，尹飞虎等科研人员

将目光投向了现代滴灌系统，但是当时高

昂的成本让这项技术只能应用于设施农

业，无法在大田推广。

1997 年，经过科研人员努力，滴灌装

置的国产化和滴灌技术的属地化得以实

现，滴灌成本降至每亩 700 到 800 元，滴灌

技术大面积应用成为可能。“现在新疆节

水灌溉面积已超过 6000 万亩，占播种面积

的 50%以上，每亩地灌溉用水节约 30%以

上，滴灌设备成本已经进一步下降到每亩

400 元左右。”尹飞虎说，农业研究和其他

领域不同，要尽可能降低成本，才能让农

民真正地用起来。

节水问题解决了，但是在干旱地区，滴

灌过程是一个积盐的过程。针对传统滴灌

技术造成的耕层土壤盐分上升等问题，尹飞

虎团队对灌溉系统进行调整优化，研发了滴

灌农田土壤盐渍化灌排协同防控技术。

“首先是水盐调控，我们对高频次、每次

少量的灌溉模式进行调整，减少灌溉次数、

增加每次灌溉量，结合土壤深松作业，盐分

就会随水下移。”尹飞虎介绍，“最重要的是

暗管排盐技术，把带有孔隙的管道铺设于地

下一定深度，使水盐溶液随管道排走。”

经定点和抽样测试，这项技术应用区

耕层土壤盐分下降 3.1%—7.3%，棉花根冠

比由 0.21∶1 提升到 0.4∶1，有效控制和降

低了滴灌田耕层土壤盐分的积聚。

亩均节本增产 30%左右

“实现水肥一体化，才能
提高施肥效率”

滴灌可以节水，但如何在实现节水的

同时又增产增效？要想高产，更重要的是

肥料，传统的施肥方法效率较低，还浪费

肥料。“实现水肥一体化，才能提高施肥效

率。”尹飞虎思考。

但难题摆在面前：常用的肥料中，磷

肥难溶于水，它和杂质会堵塞滴孔，因此，

要做到水肥一体化必须研发一种可溶于

水的磷肥。

为此，尹飞虎跑遍磷矿丰富的云贵川

等地区。为了摸清磷元素在土壤和作物中

的运移规律，他将沿途收集的标本带回实

验室做同位素实验。由于实验材料辐射性

很强，做实验必须穿上笨重的铅衣，又闷又

热。作为团队负责人，尹飞虎身体力行，经

常一干就是大半天，热得汗流浃背。

磷肥制备常用的方法有湿法和热法两

种。湿法工艺制备的磷肥，杂质含量高，而

且随之产生的大量磷石膏还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热法制备的磷肥杂质少，水溶性好，但

成本较高，一吨就要 1 万多元，同时还会产

生副产品——泥磷，这种副产品遇到空气就

会燃烧，处理难度大，对环境也不友好。

“如果能回收利用泥磷，从中提炼高

纯度的磷，成本就会低很多，同时还能解

决环境污染问题。”尹飞虎分析。探索的

过程并不轻松，尹飞虎带领团队历经一次

次失败，花了 3 年多时间，才找到泥磷的创

新回收方法和工艺，回收率从 70%提高到

95%，成本也降至每吨约 3000 元。

解决了这个问题，适合滴灌系统的高

水溶性复合肥于 1999 年问世了，由于不同

地区土壤成分不同，尹飞虎又带领团队研

发出了适应我国北方地区不同土壤条件、

多种作物主要生育期专用的无机、复合含

碳素等 4 类 80 多种配方的系列产品。

2009 年以来，尹飞虎团队带着滴灌水

肥一体化技术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等

10 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于棉花、小麦、玉

米、红枣、葡萄等 10 多种作物种植。目前，

在全国大田中的年应用面积已经达到 1.3
亿 亩 ，每 亩 可 节 约 成 本 、增 产 30%左 右 。

“用了这项技术，内蒙古赤峰市的玉米亩产

从 300多公斤增加到了近 700公斤，每亩地

还可节省 30%到 50%的肥料。”尹飞虎说，

“好技术要在田间地头真正为农民服务。”

推动灌溉施肥自动化智能化

“以前一个人管几十亩地，
现在可以管几百上千亩地”

解决了肥料的问题，尹飞虎又将目光

转向灌溉施肥自动化、智能化，“我们的目

标 是 通 过 智 能 化 灌 溉 让 种 地 越 来 越 轻

松。”尹飞虎说，在农业领域搞智能化，操

作方法必须简单明了，让农民能用、会用。

目前，经过尹飞虎团队的努力，很多

地方已经实现了通过手机操作控制滴灌

系统。“以前一个人管几十亩地，现在可以

管几百上千亩地。”尹飞虎介绍。

滴灌球阀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刚开

始，一个阀只能管 10 亩地，现在一个阀能

管 30—40 亩地，这样每亩地的成本就降下

来了。”尹飞虎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

连的 200 亩大田里，新一代球阀已经安装

使用了 4 年，没有出现过质量问题。

“下一步是实现全自动，通过传感器

采集信息，收到反馈后，系统根据需求自

动启动滴灌程序。”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

宁夏进入示范阶段，今年将在伊犁巩留县

和石河子市等三地分别建立示范区。

“其实我所有的研究都围绕着一件事，

就是提高农民收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尹飞虎一直坚持跟农民打交道，了解他们

的需求。在交流过程中，常常有农民紧紧

握住尹飞虎的手表示感谢，两双沾满泥土

的手握在一起，心也紧紧地贴在一起。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

研发让农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好技术
本报记者 李亚楠

立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尹飞虎带

领团队研发的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土壤

盐渍化灌排协同防控技术，取得了喜人的

成绩：一条条分布在新疆戈壁上的滴灌

带，准确地为植物输送养分，很多基础地

力差、盐渍化程度高、产量低的田地，正在

成为高产田。

“不能在田间地头发现问题的专家是

不合格的。只有在地头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才能称为农业专家。”“如果只是在实

验室摆弄瓶瓶罐罐、发几篇论文，就认为一

项技术获得了成功，那是不可取的。”……

这些话，尹飞虎常挂在嘴边，也是他几十年

科研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解决水肥一体化

和土壤盐渍化问题的过程中，尹飞虎又发

现了新的问题，现在正在向盐碱水综合利

用发起挑战。在他看来，农业技术研究没

有尽头，只要能干，他就会一直干下去。

在田间地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人物小传

尹 飞 虎 ，1954 年 生 ，湖 南 平

江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

科学院研究员。自 1976 年从事

农业科研工作以来，他率先在国

内研发出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旱区滴灌条件下土壤次生盐渍化

防控技术，并创建了不同区域主

要大田作物水肥一体化高效利用

技术模式和标准化生产田间管理

技术规程。曾获得全国杰出专业

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

誉，获国家专利 38 件。

■记者手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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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加工

中心特级技师傅国涛（见下图，彭云

摄）是个爱琢磨的人。

从车工、铣工、镗工再到加工中心

操作工，傅国涛一干就是 35 年。始终

和机械加工较劲，他的学习笔记摞满

了书架。“技术日新月异，我们也要跟

上节奏，不断学习新技能。”傅国涛说。

在车间厂房内，傅国涛向记者展示

了自己的“绝活”——只见他的左手按

住钻床操作台上紧紧贴合的两张薄纸，

右手紧握操作手柄，手动控制麻花钻向

下切削的进给量，麻花钻高速旋转着，

眨眼间，钻头穿透上层白纸，留下一个

圆润的孔，而下层纸张完好无损。

“钻纸考验的是刀具的刃磨和手

部的控制力，精度要控制在 0.01 毫米

内，如果多钻了相当于头发丝 1/5 的

厚度，就会划伤下层纸张。”傅国涛说，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船用发动机燃油

喷射系统，这一系统是确保船舶高效、

安全运行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于加工

精度的把控要求极其严格。”

在工厂里长大的傅国涛，从小就

对机械有着浓厚的兴趣。1986 年，傅

国涛进入技校学习，决心成为一名技

术工人。经过 3 年的学习，他加入重

庆红江，从一名车工开始，在车间生产

一线从事机械加工工作。

入厂半年后，傅国涛通过考核转

为镗工。尽管在校期间从未接触过镗

床，但靠着勤学苦练，在数控镗床尚未

普及的年代，他已能用普通镗床加工

出高精度产品，手工刃磨的刀具可以

替代高价值的进口非标刀具。

“我的生活很简单，两点一线，除了在家就是在公司。”傅国涛

笑着说。他沉下心钻研，逐渐成长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2003 年，厂里引进价值上千万元的进口卧式加工中心，用的

是全英文的操作程序，设备的验收调试是个很大的挑战。正当大

家一筹莫展之时，刚进入加工中心的傅国涛主动请缨。

“设备配了一本‘20 毫米厚’的英文说明书。”多年的机械加工

经历让傅国涛在生活中养成了用“毫米”计量的习惯，“程序里一个

正负号的错误，就可能造成重大质量事故，而一道工序的加工要输

入成千上万条程序指令，出不得半点差错。”傅国涛说。

每晚在网上查资料，探索先进的加工方法，核查复杂的编程数

据……通过不断学习，傅国涛逐步掌握了英文版铣削循环程序，突

破了普通程序无法完成的多端面多尺寸多螺纹孔加工，极大地提

高了工作效率。

入行多年，傅国涛破解了很多技术难题，打破多项加工“瓶

颈”，改进了钻头、车刀、丝锥等 10 余种刀具，实现重点项目关键部

件国产化。傅国涛琢磨出来的刀具加工方法，可以让粗铣刀盘完

全替代精铣刀盘，实现精铣加工零成本，在此项加工方面为公司节

约了 60％以上的刀具成本。

2016年，傅国涛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他采取导师带徒、

现场指导、培训讲座等形式，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公司一线工人，不

断提高他们的操作水平。此外，他还主动制作专业课件，去合作单

位分享经验、进行技术指导，让更多人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

做好传帮带，傅国涛带领团队成员先后解决了卧式加工中心

钻削超深孔与复杂孔系、船用低速机部套复杂型腔与高压密封面

加工等多项难题。

回顾 35 年职业生涯，从一名普通技工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

师，在傅国涛看来，工匠需要追求极致、不断创新。“必须大力弘扬

工匠精神，才能培养出更多高技能人才。”傅国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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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机械加工行业 35 年，傅国涛能熟练操

作各类机械加工机床，用麻花钻钻两张薄纸，能

确 保 上 层 纸 张 顺 利 穿 透 ，而 下 层 纸 张 不 损 分

毫。多年来，他成功改进 10 余种刀具，不断提

高产品的加工精度。此外，他带领的课题组参

与解决了船用低速机中的多项机械加工难题，

实现关键部件国产化。

尹飞虎在检查智能化设备运行

情况。 刘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