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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熟悉的开卷有益的故事就发生在开封，那是宋
太宗赵光义坚持阅读《太平御览》，他说‘开卷有益，朕
不以为劳也’……”在开封市集英街和禹王台成语苑，
一块书写“开卷有益”的巨型景观石前，一位老人正在
为大家讲述成语“开卷有益”背后的故事。这样的情景
不止一次上演，聆听成语故事的观众每次不同，不变的
是那位讲解人——赵孝斌，和他那颇具辨识度、夹杂着
开封方言的普通话。

2018年 11月，记者赴开封采访，认识了这位年逾古
稀的“开封成语典故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

“开封首届文化奖章获得者”。初见赵老，只觉得是一位
热心的老人家，几次打交道后，发现这位老人家对宣传
开封文化、讲述开封成语故事可谓痴迷。

2007 年，退休后的赵孝斌随市旅游大篷车到邯郸宣
传开封的旅游资源，得知邯郸已被中国民协授予“中国
成语典故之都”称号，他想，八朝古都的开封何尝不是
一座成语典故资源非常丰厚的城市呢？“开卷有益”“杞
人忧天”“才高八斗”“三人成虎”“五十步笑百步”等众
人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均发生在开封，开封市是否也能
申报“中国成语典故名城”呢？于是，赵孝斌便着手挖
掘、整理开封的成语典故。

这一埋首就是4年多的时间。赵孝斌不会使用电脑打
字，只能手写。他先在方格稿纸上写出草稿，多次修改后
再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纸上，最后让儿女打印出来，45
万字的书稿便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得来的。4年多下来，
他家里的方格纸草稿高达一尺多厚。由于常年伏案写
作、熬夜看书，赵孝斌的眼疾和腰疼病也加重了。为了
缓解腰疼，他必须在后腰与椅背中间加上厚厚的垫子，
实在直不起腰时就仰躺在沙发上休息片刻后再继续写。

2011 年 10 月，赵孝斌编著的 《开封成语典故故事》
终于出版。书中收录了295条成语典故，均是在开封发生
的或与开封有密切联系的。作家二月河在给这本书的序
言中写道：“我作为一名与开封颇有缘分的外地人，透过
一篇篇成语故事，对开封厚重的文化底蕴有了更进一

步的了解，因而，更加向往开封。”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此痴迷于开封成语文化的赵

孝斌原是一位“理工男”。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在给赵孝
斌的信中说：“你是学土木建筑专业的，却编著了《开封
成语典故故事》。可以想象，你在编著过程中，付出了何
等水滴石穿般的努力，我要向你学习。”

除了出书，赵孝斌还思考了很多。他向市政府呈递
了《关于开封成语典故文化如何产业化的建议》，其中第
一条便是向中国民协申报成语典故名城荣誉称号，第二
条便是创建开封成语典故苑。

多年来，赵孝斌在汴梁晚报文化讲堂、各中小学
校、开封文化客厅、市图书馆等场合多次讲述开封成语
典故，他的听众中不乏外国友人。他还创建了开封成语
典故文化长廊和开封成语典故书画展，在 《汴梁晚报》
举办了开封成语典故知识竞赛，在启封故园的支持下在
其 36 米长大牌楼上镌刻开封成语浮雕，又利用河南卫
视 《成语英雄》 栏目向全世界讲述开封成语典故。

一路走来，他感慨颇多：写书难，没想到为申报成
语典故名城创造条件、推动形成成语文化氛围更难。如
今，在中国成语典故名城开封，分布着106块成语石、10
个成语灯箱，成语典故苑成为开封一道独特的风景。赵
孝斌说，他还希望能有个场所，为开封成语典故文化提
供一个展示、研究、交流、修学的平台，并让其保存的
数百幅成语书画作品及数百本成语书籍物尽其用，让更
多人熟悉、热爱、向往开封。

从小“文听包青天、武听杨家将”，对开封怀有深厚
感情的赵孝斌，总把一
句话挂在嘴边：“开封是
一本敞开的大书，无论
你 是 从 政 的 、 经 商 的 、
考察的、旅游的，只要
你接近它、阅读它，就
会‘开卷有益’，乘兴而
来，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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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个叫薇娅的姑娘口才相当
了得。

1 月 10 日，河北师范大学真知讲
堂，在“淘宝直播年味中国河北脱贫
专场”背景板前，薇娅自己调好了灯
光、镜头，开始侃侃而谈。在她的直播
间前面几米处，摆满了土特产，那也正
是她在直播里卖的货物——来自河北
一些贫困县的鸡蛋、山药、冬枣、香油
等21种农产品。

直播中有个小插曲。正当大家聚
精会神听着产品介绍的时候，镜头里
出现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他
满脸笑容跟观众打招呼，叮嘱薇娅“好
好替农民卖东西”。这位直播达人也
不负众望，在短短两个小时里，销售额
接近 600万元，12款商品售罄，其中大
名香油 2 万瓶售罄，宽城板栗 10 秒钟
售罄，内丘富岗苹果销售超过20万元。

这是一年前阿里巴巴宣布 5 年内
投入 100 亿元成立脱贫基金后，其技
术扶贫的一个缩影。一年间，阿里上
千名员工进入了中国 100 多个县，全
力以赴扶贫。其中有数百人在乡村待
的时间比在杭州还多。

人工智能养猪

“猪仔产量节节高，智能养猪步步
稳”，“智能养猪搞得好，漂亮媳妇娶得
早”……四川宜宾市麻衣村养猪场外，
刷着这样的标语。标语上面都有“阿
里云ET大脑”字样。

一开始，雷宗雄怎么也想不到农
村墙上刷的标语会跟自己有关。这位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生，是阿
里云的人工智能工程师，从2014年入
职开始，就参与到一个机器学习算法
平台的研发，工作可谓“高大上”。

2018 年初，他被分配到四川养
猪去了。一同去的，还有 20 多位工
程师。

“第一次出发去猪场前，总架构
师慷慨激昂地说：‘同学们，中国的
养猪产业将因为我们而改变。’”雷
宗雄回忆，去了猪场，才发现根本不
是那么回事。

猪场不像工厂，根本没有完善的
IT基础设施和自动化的设备，除了饲
料可以自动化送到食槽，剩下的脏活
累活基本全靠人工。要个无线网，没
有；要环控设备接口，没有；要安装
一个智能传感设备，拉电线、组网
络、调试中控设备系统都得从零开
始。“站在猪舍，我有一种很茫然的感
觉。只听见猪撞栏的声音、风机转动
的声音、打料的声音……”

一个个看上去非常高级的方案，
都被否定。

比如，让机器人在过道里不断走
动，完成巡检、清扫卫生、加料等工

作，彻底取代人。谁想到试验了几个
方案后发现，行走机器人根本迈不过
横亘在它面前的猪粪。

再如，他们试图用无人机定时在
猪场内起飞、巡逻，完成对每头猪情
况的盘点、记录。谁料伸手就能摸到
的房顶和凌乱的水线，又把无人机拦
了下来。

最后，受“盒马”外卖传输索道
的启发，工程师们自己爬猪栏，在猪
场顶部搭建了一个滑轨，并在上面安
装了自动巡查系统。这套系统能够实
现对每头猪信息的几乎 100%的准确
判断，记录它一天的饮食、运动、饮
水、精神状态、体型、产仔、断奶等
数据，也成为后续各类算法的基础。

这个探索过程，他们在猪圈里
待了整整 3 个月才完成。从那时至
今，工程师们已经做了 7 套算法，
还在研究几个新课题。最新实现的
一 套 算 法 是 ， 基 于 母 猪 的 行 为 数
据，判断是否发情或受孕成功。过
去，这些在办公室根本无法完成，
只能靠人工去辨别。

雷宗雄还记得，有一次走访，一
个养猪户因为一头猪死了，郁闷自责
得几乎落泪。他看了猪的死亡报告后
发现，完全就是因为猪着凉了没有及
时诊断，最后病情恶化到绝食厌食，
免疫力下降，一下摔倒后摔死了。

“这些其实是有可能通过我们的技术
提前发现的。”

被他们改变的养猪方式还不止
于此。阿里的技术通过“钉钉”软
件开放给了合作的家庭农场，这其
中不少是贫困家庭。以前，由于技
术和资金问题，普通农户养猪顶多
养 10 头 左 右 。 现 在 他 们 跟 猪 场 合
作 ， 每 户 一 年 可 以 养 猪 达 500 到
1000 头，如果没有疫情损失，可以
拿到 9 万元到 18 万元不等的收入，
一般能在 3 年内收回成本。

雷宗雄开玩笑说，他们是一群用
代码改变传统养猪方式的“猪猪侠”。

为扶贫写代码

这群“猪猪侠”的扶贫故事并非
孤例。互联网公司以其技术实力到贫
困地区施展，有着明显的优势。为扶
贫写代码，成为长期身处城市的工程
师们的新课题。

运用过去面对数亿用户时的技
术，解决一个贫困村庄具体而微的问
题。看似“牛刀杀鸡”，实则成果喜人。

比如，村淘和阿里云的工程师
们，在四川平武县的大山里，盯上了
当地有着百年历史的高山蜂蜜。蜂蜜
本身品质非常好，但养蜜蜂太辛苦
了。当地山区一带容易滑坡泥石流，
而公路只修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地

方，剩下1000多米的海拔只能人自己
爬上去。蜂农几十箱蜂在高山上，想
看看情况就要爬一次；到了冬天，怕
蜜蜂冻死，还必须把几十甚至上百个
蜂箱背下山来，又危险又辛苦。

村淘工程师姚义海回忆，技术介
入后，情况就好了许多。

蜂农最关心蜂群的健康情况，于
是工程师们在蜂箱口安上红外线探
测，给蜜蜂计数，蜂农可以直接在手
机上看到自家的蜜蜂有没有变少，发
现异常再上山；采购端关心蜂蜜质量
是否成熟，于是他们就在蜂箱上安装
GPS和重量监测，前者定位蜜源是不
是高海拔山区，后者根据蜂箱质量变
化推算蜂蜜是否成熟；由于气候影响
花期和蜜蜂的状态，于是配了能记录
天气、降水变化的探测仪，未来还将预
测花期。

一句话，用手机就能科学管理蜂
场。技术逐渐成熟后，当地养蜂人轻
松了，不少人开始扩大养殖规模。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何帆在总结 2018 年的专栏文章里说，
他感受到中国乡村变化的一个细节
是，“找不到工作的小镇青年，成了
当地第一批无人机飞手”。此言不
虚。河北农村地区的村民，通过支付
宝预约无人机喷洒农药，一年可减少
30%以上的农药使用，节约90%的农业
用水。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内蒙
古巴林右旗，阿里云 IoT 技术将一片
贫瘠的土地改造成塞上江南，预计一
年可以节省155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
于 1.5个西湖；陕西试点的“ET 农业

大脑”可分析果园浇水、施肥等数
据；蚂蚁金服用区块链技术给农产品
办独一无二的身份证，目前有四大保
护区生态产品已可溯源；“钉钉”帮
基层脱贫干部提高工作效率，以陕西
略阳县为例，“钉钉”帮脱贫干部减
少了 3/4 的信息输入工作量，即减少
超过50万条信息输入。

创新技术扶贫

眼前放着一瓶黄色饮料，上面
贴着“MA 沙棘”标签，这是沙棘
汁。沙棘是古老的中国原生植物，
果实中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这瓶
饮料背后是扶贫新模式。

2016 年 8 月，蚂蚁金服在旗下支
付 宝 平 台 上 线 公 益 产 品 “ 蚂 蚁 森
林”。用户通过步行替代开车、在线
缴纳水电煤等行为节省的碳排放量，
被计算为虚拟的“绿色能量”，用来
在手机里养大一棵棵虚拟树。待虚拟
树长成，蚂蚁金服和公益合作伙伴就
会在相关地区种下一棵真树，或守护
相应面积的保护地，以培养和激励用
户的低碳环保行为。截至 2018 年底，
蚂蚁森林全球用户近 4 亿，累计种植
超5552万棵，总面积超76万亩。

花时间种了“树”之后，用户对
于果实自然倍加珍惜。2018 年 11 月
19日，蚂蚁森林平台上线了首个生态
经济林树种沙棘，一天时间内，314
万用户就将超过 2.35万亩沙棘兑换一
空。此后，超过2000万用户高度关注

“可以吃的蚂蚁森林”，提出数百种沙
棘吃法、用法。

看似简单的过程背后，其实是一
种可持续、可参与、可借鉴的技术扶
贫新模式。

可持续，指的是一种类似于云计
算的底层能力。它投入大，时间长，
短期效果不明显，但长期影响深远。
可参与，指的是开放阿里经济体的超
级技术接口和平台能力，连接阿里经
济体各单元、公益机构、商业力量、
个人，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连接入
互联网经济的协同网络。可借鉴，是
指脱贫基于互联网和技术驱动，从脱
贫项目中探索和凝练成可供参照的经
验、模式和方法论，供贫困地区因地
制宜加以借鉴推广。

“用新的技术重新塑造传统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要改
变农业，改变农民，改变农村。”马
云说，过去的农民不会用电脑，但是
今天的很多农民有手机，而且今天的
手机比以前的电脑要强大很多。他认
为，上一代农民背井离乡到城里做农
民工，今天的农民其实不需要离开土
地，就可以赚钱养家。

过去一年，成为阿里许多工程师
职业生涯最为奇特的一年。他们要研
发的产品、要落地的应用场景，跟过
去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要去理解农民
最需要什么，痛点是什么，以及怎么
将看似高高在上的前沿技术与当地的
现实条件兼容，让农民很轻松地上手
独立操作，并做好后续维修和护理。

同样需要改变的是农民。用马
云的话说，“过去农民面朝黄土背朝
天，靠天吃饭；未来农民要面朝屏
幕背靠计算，靠数据吃饭”。

下姜村，周围群山高耸，人均不足一亩耕
地。发展空间狭小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

2003年4月24日上午，习近平在种茶大户姜
德明家召开座谈会，详细询问农产品生产和销售
情况。他扳着指头一笔笔和大家算着投入和产出
账：“大家还有哪些发展困难？全讲出来。咱们
一起商量对策。”

有的村民说：“缺人才！”有的说：“缺资
金！”还有的说：“缺技术！”

习近平说，从大家讲的情况看，蚕桑、茶
叶、早稻的产量都不算低。那么，为什么辛苦一
年，收获不理想呢？种的全是大路货。没有做到
优质高效和错位发展。没有优质，就没有市场竞

争力。而没有错位发展，就不可能做到人无我有。
“你们村有没有科技特派员？”习近平问。
姜银祥摇摇头。

“省里研究一下，给你们村派一个科技特派
员来。”习近平说：目前的“三农”工作面临农
业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和农产品流通方式落后的制
约。我们要用现代发展理念指导农业，抓住当前
科技进步的机遇，建立现代生产要素流向农业的

机制，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在习近平的关怀下，浙江省中药研究所高级

工程师俞旭平进驻下姜村。有村民起初信不过：
“之前扶贫，是发钱发粮发农具。现在‘发’来
个专家！他能让地里长出‘金疙瘩’？”

俞旭平在村里“待”了一个月，认为：“村
里的低坑坞最适合种中药材黄栀子。”

于是，以前只能长杂草、灌木的低坑坞种上

了500亩黄栀子。
两年后，当村民们数着厚厚的钞票时，发自

内心地说：“服了！”
“习书记全省那么多大事要操心，没想到我

到下姜村驻村指导这件小事，也始终惦记着
呢。”依然在村里忙
碌的俞旭平，向记者
感慨道。

——摘自《心无百
姓莫为官——习近平
同志帮扶下姜村纪
实》（人民日报 2017
年12月28日）

“你们村有没有科技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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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孝斌：

把开封成语故事讲给世界听
本报记者 叶 子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人工智能工程师为贫困户养猪探索解决方案。 （资料图片）

赵孝斌向开封市集英小学师生讲述成语“开卷有益”背后的故事。 李克君摄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