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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视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德乐黑洪格尔——

做 牧 民 的 好 朋 友做 牧 民 的 好 朋 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健健

草原牲畜观察系统、远程监控控水系

统 、智 能 牧 场 管 理 系 统 、智 能 牲 畜 喂 料 系

统⋯⋯走进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阿巴嘎旗的坦视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展厅，

各式各样的科技创新成果令人目不暇接。

这些实用设备的主要发明者是一位 30 多岁

的牧民青年——2023 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农

村劳动模范的德乐黑洪格尔。

“这些年，公司已取得了 10 多项专利，大

部分都已转化成产品，市场反馈还不错。其

实很多专利并不是多么高大上的创新，都是

在跟牧民交流沟通过程中迸发出的灵感。

我设计它们的初衷，就是想帮牧民解决一

些 实 际 困 难 。”说 起 这 些 年 取 得 丰 硕 成 果

的 秘 诀 ，德 乐 黑 洪 格 尔 给 出 的 答 案 是“ 务

实求新”。

发挥专业优势

德乐黑洪格尔出生在阿巴嘎旗查干淖

尔镇巴彦淖尔嘎查的一个牧民家庭，从小在

牧区长大。他告诉记者，自己家乡位于浑善

达克沙地的边缘地带，地理位置偏远，牧民

家里电器出现故障时，维修起来很不方便。

为此，他父亲专门去外地学习机电维修技

术，后来成为当地的维修师傅，放牧之余便

给周边牧民维修电器。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要做实在人、干实

在事，走进牧民家中才能知道他们需要什

么。小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跟

着父亲去牧民家里修理电器，帮父亲递一下

工具、拧一拧螺丝，感觉很有意思。尤其是

看到电器修好后牧民脸上露出的笑容，更觉

得十分自豪。”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德乐黑洪格尔从

小就对机械感兴趣。读大学时他选择了内

蒙古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及自动化专业。

在大学里，德乐黑洪格尔除了认真学习

理论知识，还积极参与各种实践项目。他参

加了许多技术培训课程，包括机械制图、计

算机语言等。

“随着知识不断丰富，视野日渐开阔，我

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专业在广阔的草原上大

有可为。毕业后，我决定回家乡工作。”德乐

黑洪格尔说。

回到家乡的德乐黑洪格尔得知“三支一

扶”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

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2013 年

7 月，他通过这一计划进入阿巴嘎旗草原监

督管理局，服务期两年。

如今的公司合伙人木仁苏乙拉和德乐

黑洪格尔是高中同学，两人又都是理工科学

生。他眼中的德乐黑洪格尔动手能力强、做

事细致、考虑周到，还善于沟通。

“那时候，他经常要到牧民家走访，了解

牧民家里的实际困难，草原监控系统就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酝酿的。我大学毕业后，也在

从事相关工作，我们一拍即合，共同研发了

多功能监控支架、草原牲畜观察系统。等到

他服务期满后，我们就成立了公司，正式推

出草原监控产品。”木仁苏乙拉告诉记者，能

够与德乐黑洪格尔共同发展事业的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两人都愿意扎进牧民中去，深

入了解他们的需求。

寻找创新答案

“了解到牧民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后，如

何帮他们解决？这就需要我们运用专业知

识开拓创新。”德乐黑洪格尔告诉记者。

牧民草场面积大、牲畜数量多，放牧投

入的人力物力也很多。“为了解决这一实际

困难，我们设计出了草原监控系统，让牧民

在家里也能放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其

实类似的监控设备当时在市场上也有，但大

部分设备是有线的，都需要插电。我们创新

研发出控制器和转换器，通过无线网打破距

离限制。”德乐黑洪格尔说，产品推出后备受

市场欢迎，越来越多的牧民开始使用草原监

控设备。

远程监控控水系统和智能牲畜喂料系

统也是德乐黑洪格尔的研发成果。他观察

到，尽管解决了牧民在家放牧的问题，但是

牲畜饮水和喂料还得牧民亲自前往，否则容

易出现牲畜吃不饱等情况。

“我们在监控设备上加装了水泵控制等

模块，可以实现远程自动控制提水、水槽恒

温加热、牲畜饮水异常报警等功能。喂料系

统则主要用于养牛，通过我们的设计可以实

现每头牛在单元内独立采食，确保每头牛饲

料定量补给。”德乐黑洪格尔说。

家住锡林郭勒盟的嘎拉宁丹就是监控

系统、控水系统的用户。同时，嘎拉宁丹也

是公司的员工。“德乐黑洪格尔从牧民实际

需求出发，用技术创新为牧民提供更便捷生

产生活的做法，让我很受触动。我毕业后就

应聘到公司工作。”嘎拉宁丹说。

嘎拉宁丹告诉记者，从小在牧区长大的

他，学习的是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也喜欢

鼓捣机械设备。“希望自己能发挥专业所长，

与公司一起，共同为牧民生产出更多好用实

用的产品。”

融合不同领域

早在德乐黑洪格尔创业之初，牧民乌

日 根 达 来 就 结 识 了 他 。“ 我 们 家 有 万 亩 草

场 ，他 们 公 司 的 产 品 正 是 我 们 所 需 要 的 。

不过那时候是初代产品，或多或少会有一

些小毛病。产品出现故障时，他就赶到我

们这里来维修处理，听取我们的意见建议

并加以改进。日子久了，产品越来越成熟

稳 定 ，我 们 也 就 成 了 好 朋 友 。”乌 日 根 达

来说。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德乐黑洪格尔推

出的新产品也逐渐增多，乌日根达来总是第

一时间关注并尝新。“我们经常通过电话交

流，谈谈使用感受和改进建议。公司的产品

与牧民的需求越来越契合了，大家反馈都挺

好。我们都称德乐黑洪格尔为‘牧民的好朋

友’。前段时间，我们还探讨了无人机放牧

的可能性，听说公司正在做相关研发，我们

挺期待的。”

“做牧民的好朋友”是德乐黑洪格尔科

技创新以及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考虑到草原监控、远程监控控水系统等各

自独立，牧民操作起来不方便，德乐黑洪格

尔又推出了坦视智能牧场管理系统，其中

包含牲畜管理、饮水点管理、出入口管理，

以及防疫管理、收入支出管理等。“智能牧

场管理系统把各子系统整合在一起，打造

综合性平台，方便牧民使用。”德乐黑洪

格尔说。

“这段时间公司正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

共同推进放牧无人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

德乐黑洪格尔说，“草原监控设备虽然好用，

但毕竟是固定的，草场大的牧民需要安装好

几套设备。但无人机放牧系统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实现移动监控，而且还能更全面地

记 录 分 析 牲 畜 养 殖 、草 场 生 长 、气 候 变 化

等 情 况 ，可 为 后 续 草 场 保 护 、产 业 发 展 提

供支持。”

这两年，德乐黑洪格尔还在从事饲料加

工生产工作，并积极推进防沙治沙和风

电光伏一体化项目。2023 年，他

参与组建并加入了阿巴嘎旗

塔 日 太 农 牧 业 专 业 合 作

社，生产草饲料，努力降

低牧民养殖成本。去

年他牵头成立了阿

巴 嘎 旗 富 洲 林 业

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重点开展

防 沙 治 沙 工

作 ，同 时 推

进 光 伏 电

站建设，为

周 边 牧 民

提 供 更 稳

定的电力

支撑。“我

没有想太

多 ，就 是

希望大家

的生产生

活 能 够 越

来 越 好 。”

德乐黑洪格

尔说。

“ 三 喜 爷 爷 ”当 上 文 旅 推 荐 官
本报记者 赵 梅

田间劳作的老农、前卫时尚的歌手⋯⋯

这些都是甘肃兰州永登县农民网红“三喜

爷爷”张以芳在短视频里的经典角色。此

刻，他正忙着筹备新的短视频拍摄。

2022 年以来，张以芳通过短视频宣传

西北文化、美食美景，被文化和旅游部授

予 公 益 助 农 特 约 推 荐 官 称 号 ，被 甘 肃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授 予 甘 肃 文 旅 推 荐 官

称号。

张以芳今年 68 岁，是永登县大同镇青

寺村人，因为小名叫“三喜娃”，村里小孩都

喊他“三喜爷爷”。

张以芳是地道的农民，和老伴儿靠种

地养大了子女。这些年，孩子们离开家乡，

并在外成家立业。子女想接他进城，可习

惯了农村生活的张以芳过不惯城里的生

活。张以芳的儿子张建宗说：“总是早上接

父亲进城，晚上他自己坐公交车回村里，谁

都拦不住。”

一次意外契机，不但改变了决意回农

村的张以芳，还让他开启了别样人生。

张以芳爱表演，村里过年的秧歌会是

他的大舞台，各个角色都能恰当演绎。

2022 年夏天，孙辈们回到青寺村，张以

芳躺在椅子上和孙辈玩耍、吃西瓜的场景

触动了从事影视行业的张建宗，他用镜头

记录下来，并剪辑成几十秒的视频，发布的

短视频转发量达 5000 多次。惊喜之余，父

子俩决定将乡村生活作为重要主题，把短

视频拍下去。

“三喜爷爷”成了张以芳短视频的名

称，美食、美景、人文各种主题和对不同角

色的演绎，不仅圆了张以芳长久以来的“侠

客梦”，还成了宣传家乡的文旅大使。

社火是农村广为流传的民俗艺术，从

30 多 岁 开 始 ，张 以 芳 便 参 与 社 火 表 演 。

2023 年春节期间，张以芳在短视频中展示

了永登社火中的高跷、锣鼓及舞龙舞狮表

演，发布的 10 条视频中，点赞量最高的超

过 580 万次。

“苦水玫瑰、永登丹霞，我几乎把永登

的美景、美食都拍完了。”张以芳说，他在短

视频里扮演的角色从农民到侠客，场景也

从农家小院到大漠、草原，在不断地换装转

场间宣传家乡。

当然，张以芳的拍摄地并不局限在永

登，酒泉胡杨林、嘉峪关长城⋯⋯他到甘肃

十几个地方拍摄短视频。

张建宗说，他们还先后发起“三喜爷爷

的江湖行”和“三喜爷爷的江湖味道”两个

话题，展示甘肃文旅资源和美食。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短视频和

传统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处，几十秒作品的

背后是辛劳的付出。甘肃地域狭长，有时

拍摄路途往返近 2000 公里。有些角色找不

到合适的服装，要自己动手做；有些动作、

表情变化要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以达到最

好的效果。

“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短视频，我心里

甜丝丝的。”张以芳说，一个灯光、两个摄

影、一个制片、一个化妆，每次外出拍摄团

队最少都要有 6 个人。

让张以芳欣慰的是，他拍摄的关于民

勤羊肉的短视频发布后，有个经营民勤羊

肉的店铺当天就卖出去 400 多单。虽然并

无合作关系，但能宣传甘肃特产，让张以芳

感到高兴。

怎样创作兼具趣味性和专业深度的视

频内容？这是张以芳、张建宗父子考虑最

多的问题。父子俩认为，短视频要符合主

流价值观，不能在定位和取材上有半点偏

差。张建宗说，“在考虑网友爱看什么的同

时，要知道我们想表达什么”。

“拍摄临夏杏花村的时候，借用网络小

说人物展示景区的独特美景；拍摄民勤羊

肉的时候，把历史典故和美食相融合；拍摄

甘南州扎尕那村时，用时下流行的音乐短

视频来展现藏族生活方式⋯⋯”张建宗说，

只有从真实体验和感受出发，真诚创作，才

能触动人心，激发共鸣。

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

温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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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印发的《乡

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提

出，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培养

农 技 推 广 人 才 ，壮 大 科 技 特 派 员 队

伍。这也是大力培养乡村人才，吸引

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举

措之一，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

科技特派员是指围绕解决“三农”

问题，按照市场需求和农民实际需要，

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优势特色产业开

发、农业科技园区和产业化基地建设

等的专业技术人员。科技特派员制度

的 诞 生 ，要 追 溯 到 20 多 年 前 。 1999

年，福建南平组织下派了首批多名科

技特派员。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开展

了科技特派员工作。

科技特派员走进乡村基层、深耕

田间地头，把科研论文写在广袤的大

地上，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产业发

展持续推进，亟需科技力量支撑，农业

科技推广的任务变得更加繁重。为

此，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发挥好科

技特派员作用，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

的羽翼。

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壮大科技

特派员队伍。为确保科技特派员工作

有效持续深入，应建立完善的制度保

障。要进一步完善科技特派员工作机

制，坚持政府选派、市场选择、自愿参

加的原则，拓宽科技特派员队伍来源，

让不同专业领域的科技特派员更加符

合基层需求。还要完善优化科技特派

员队伍扶持激励政策，持续加大支持

力度，支持科技特派员队伍领办、创

办、协办农民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和

农业企业。

加强科技特派员培训，着力提升

队伍素质和能力。通过开展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培训为科技特派员充

电 赋 能 ，提 高 他 们 的 业 务 水 平 和 能

力。采取理论学习与实践观摩相结合的模式，将理论知识与实

际操作紧密联系起来，提高科技特派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

当地农业产业发展提供精准科技支撑。例如，辽宁省持续实施

科技特派行动计划，不断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每年选派

150 个以上科技特派团（组）、1300 余名科技特派员，深入农业生

产一线，为农民解决技术难题，为乡村全面振兴添智增力。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广大科技特派员要积极主动提升

看家本领，优化自身知识结构，借助新技术手段，提升农业科技

指导与推广工作的传播力影响力，将科技的种子播撒得更广、更

远。同时，科技特派员要积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助力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如今，科技特派员正如散落在广袤乡村大地上的“星星之

火”，助力科技在泥土中结出丰硕果实，已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人才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上，科技特派员们必将继续

点亮乡村，以科技之光照亮片片田野，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不

断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