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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双 11”即将再次来临，只有物流环
节对亿级订单的从容应对，才能让用户轻松完成一
键消费。据悉，今年“双 11”，京东物流将基于全国
范围内物流时效的广泛升级，用智能物流基础设施
的高效运转和产品创新，实现高品质物流服务能力
的再次提升。

智能科技在物流应对大促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
要。据悉，今年“双11”期间，京东物流亚洲电商最大
规模智能仓群将升级，亚洲一号智能物流园区在全国
投用 25 座，全国电商物流领域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仓
群再次扩容——天狼仓、地狼仓等不同层级的机器人
仓投用超过70个。京东物流位于成都亚洲一号和武
汉亚洲一号的两个超大型分拣中心日前已正式投用，
两大智能分拣中心日订单处理能力均达到 100 万以
上，通过系统性的智能设备应用和订单的规模化处
理，整体分拣效率比传统作业方式提升5倍。

在智能仓储设施内，由京东物流自主创新的智能
设备正在发挥巨大效能，针对图书和鞋服商品的自动
打包机系统日益成熟，RFID 智能循环集包袋大大提
升了货物周转效率，小件直线交叉带分拣机、高速自
动化分拣矩阵与规模化使用的竖亥、秒收、单件分离
系统等智能设备将聚能发力，确保货物从仓储到配送
的过程中顺畅流转。而在末端配送环节，无人机、配

送机器人在大促期间将持续进行配送服务，“鸡毛信”
将通过快递智能追踪器，帮助消费者充分了解自己的
包裹的当前位置和移动轨迹。

针对海外合作伙伴和消费者，京东物流正在以全

球智能供应链基础网络（GSSC）为基础构建“双 48 小
时”通路，加速国内和全球商品流通，提供包含跨境进
出口、国际运输、海外仓配等在内的全球范围端到端
一站式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林洁

智能仓群25个 机器人仓超70个
京东“双11”物流黑科技继续发力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全球首个致力于智能
办公硬件无障碍的组织——智能办公硬件无障碍联
盟在浙江省盲人学校宣布成立。

该联盟由阿里巴巴钉钉携手五大机构发起，首要
任务是研究制定智能办公硬件无障碍标准，填补该领
域的空缺。同时，该联盟作为开放式机构，欢迎更多
的单位和企业加入，共同推动智能时代的无障碍服务
升级。

智能办公硬件无障碍联盟发起方包括信息无障
碍技术标准联合工作组、中国残疾人信息和无障碍技

术研究中心、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浙江省盲人
学校、阿里巴巴集团标准化部及钉钉。

发布会现场，信息无障碍技术标准联合工作组秘
书长卜佳俊认为，智能办公硬件无障碍联盟成立并启
动相关标准的制定，意义重大，将使我国的互联网无
障碍建设从软件走向硬件，从线上走到线下。他相
信，最终面向未来的“软硬一体”无障碍标准建设，能
够帮助残疾人士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信息获取通
道，更便利地享受即将到来的5G万物互联时代。

浙江省盲人学校是国内知名的盲校之一，是首批

加入智能办公硬件无障碍联盟的实践单位，也是这次
联盟成立发布会的主场。钉钉的合作伙伴杭州国誉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把 5 套钉钉“软硬一体”智能办公
硬件设备赠送给该校，用于无障碍标准的共创。

浙江省盲人学校副校长周联明表示，这些智能办
公硬件引入盲校教学与管理中后，学校将在使用中总
结经验，积极提供无障碍设计、优化的建议，与联盟成
员一起携手推进制定“全球首个智能办公硬件无障碍
标准”的行动。他相信这个标准的制定将影响深远。

本报记者 林洁

智能办公硬件无障碍联盟在杭成立
推动无障碍服务升级

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之新疆若羌第 13 届楼
兰文化·红枣节将于10月28~30日在杭州市星光大道
广场举行，届时，10万颗优质若羌红枣免费品尝、若羌
红枣展示展销、楼兰歌舞表演、招商引资推介、文旅产
业推荐等16项创意独特的活动将轮番举行。

活动期间，若羌县域内各红枣企业、各乡镇将把颗
粒最大、甜度最高、全国罕见的灰枣、冬枣、骏枣、圆铃
枣、鸡心枣等 40 多个品种的观赏枣运至杭州，在星光
大道广场开展原枣系列、红枣精深加工系列产品展销
活动，同时精选 10 万颗若羌红枣，在展销现场供杭州
市民免费品尝。

2019 年，若羌县正式推出“红枣身份证”，标注由
若羌县农村农业局提供的若羌红枣精确矢量数据，并
同步上线政府、合作社合作电商网站，便于广大消费者
准确辨别正宗若羌红枣。接下来，若羌县政府将积极
引入若羌红枣溯源体系，届时消费者不但可以在正规
渠道买到货真价实的红枣，还可以根据统一的溯源二
维码获悉所购红枣的种植、管理环境，确保产品整个生
命周期过程的透明化。 本报记者 孙常云

10万颗若羌红枣
杭州市民免费品尝

笔者从江山市有关方面获悉，商务部日前公布了
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江山市榜上
有名，全省入围的仅9个县（市、区）。

据了解，江山市2018年被评为浙江省电子商务创
新发展试点县，今年被评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后，成为全省唯一一个双试点县。同时，该市
又荣获农业农村部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
县。全市去年实现网络零售额 57.21 亿元，同比增长
46.69%，增速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第一。阿里巴
巴发布的 2018 县域电商 GMV 百强县中，江山市位列
第 86 位，也是衢州地区唯一入围的县域。目前，江山
市注册网店900多家，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近3000个，间
接带动就业岗位7000余个；拥有电商销售额5000万元
以上企业19家，其中超亿元企业有6家。

为进一步把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做实做
新做强，使农村电商配套支撑体系更加健全，8 月 26
日，江山市正式印发《江山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工作实施方案（2019-2020年）》，提出的目标是在2020
年底，力争实现网络零售额70亿元，网商规模（网店数
量）1200家。 祝日耀

江山荣膺全国
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本期人物

费洪标，农技推广研究员，在基层从事技
术创新与推广、科普惠农工作30余年，曾获全
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全国农村科普先进工
作者、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农业科技
先进工作者、浙江最美科技人等荣誉称号；先
后获得浙江省星火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
项，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
拥有发明专利4件。

创 新
寄 语

科技创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事业，要有科学的思维和科

学的态度，不能操之过急。基层创新要与高校院所合作，与高校院所的专家真心

交朋友，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相信并真正依靠科技创新干事创业。

扫码更精彩

扫描二维码，观看费洪标专
访视频，听一听他对新中国七十华
诞的深情祝福。赶快行动吧！

我和我的祖国·科技创新接力谈

主持参与过10多项省（部）级重点科技项目，获
得省级科技类奖项4项，拥有专利11件，其中包括4
件发明专利，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1篇、
作为第一作者的有13篇，还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过技术专著……拥有如此丰硕科研成果的
可不是哪所高校院所的教授专家，而是一位一直在
乡镇基层从事技术创新与科学普及的老科技人，虽
然只有初中学历，但是拥有和科学家一样的探究精
神和奉献情怀，在基层科技创新的实践中成长为一
位深受爱戴的优秀“土专家”，带领农民依靠科技走
上了致富路。

这位老科技人，就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老
费”的费洪标，退休前曾任桐乡市石门镇农业经济服
务中心支部书记、石门镇农技站负责人、石门镇科协
秘书长、石门镇科技人才办主任等职。

每次见到费洪标，他都是笑呵呵的，记者问他为
什么总是一脸阳光、满面笑容，他爽朗地笑言：“我一
直在做着热爱的工作，因为热爱，所以快乐！”

技术创新与推广的一把好手

费洪标出身农家，初中毕业，并没有耀眼的求学
深造经历。上世纪80年代，桐乡县羔羊公社成立科
普协会，年仅25岁、从部队转业的费洪标当上了秘书
长。年轻的小伙子那时没想到，从此在技术创新、科
普惠农的道路上一干就是30多年。

走马上任后，毫无经验可以借鉴的费洪标思考
的第一个问题是：乡镇科协抓什么？怎么抓？

当时在农村，很多人认为科协工作是虚架子，可
有可无。乡镇科协怎样才能有所作为？费洪标苦苦
思索。

当时羔羊乡的现状是皮鞋企业较多，小而散，管
理不善，技术优势不明显。费洪标把10多家皮鞋企
业和2家制革厂组织起来，成立了“羔羊乡皮革研究
会”，聘请大专院校作为技术依托，组织技术培训、行
业技术交流，开展行业技术竞赛。

费洪标虽然满腔热情干得火热，但是厂长、经理
们觉得科协既多事又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费洪标

去企业联系工作时常常遭遇冷面孔，碰到软钉子。
屡屡碰壁后，费洪标悟到，企业讲求效益，要解

决“企业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企业才会有积极性。
于是费洪标组织企业科技人员座谈讨论，了解企业
发展存在哪些困难，帮助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产品
研发，在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上下功夫。

创新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无限风光。1993年，羔
羊乡皮革研究会组织开发了2个国家级科技项目、11
个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为企业增收2000多万元，享受
国家税收政策优惠300多万元，羔羊乡的皮革产品也
很快占领市场。

羔羊乡党委、政府趁热打铁，在羔羊乡皮革研究
会的基础上，在省科委、桐乡市科技局等科技部门的
引导和支持下，联合27家骨干企业组建成浙江环宇
皮革星火产业集团，由费洪标任集团秘书长。集团
与全国18所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技术合作关
系。环宇皮革集团的科研产品连获浙江省科技星火
奖和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2000 年，由于行政区域调整，羔羊乡并入石门
镇，费洪标担任了镇农经中心支部书记和镇科技人
才办主任。尝到了科技创新甜头的费洪标，围绕推
进石门镇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或自行潜心攻关，或
东引西联与各地高校院所合作，开展科技创新和推
广，让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让新品种新技术在石门落
地开花、结出硕果。

石门镇素来以杭白菊、湖羊、蚕桑等传统产业闻
名，费洪标便从这些产业存在的问题着手，不断攻克
技术难关，让传统产业面貌一新。

通过建立杭白菊种质资源圃，开展工厂化育苗、
杭白菊连作高产栽培试验、杭白菊微波干燥新工艺
应用等项目研究的一系列举措，费洪标和其他农业
技术人员一道提高了杭白菊产量和品质，解决了杭
白菊加工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大大提升了杭白
菊产业的效益。

杭白菊种植中会产生大量秸秆，以往都被丢弃，
白白浪费了。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潜心研究，费洪标
发明了“杭白菊秸杆湖羊专用饲料”，有效解决了当
地湖羊冬季饲料短缺的矛盾。这项发明专利技术被
浙江省农技推广基金会列为重点推广优先扶持项
目，三年时间就让养羊户节约成本和增加经济效益
1500多万元。

蚕桑是石门镇的又一个农业主导产业，也是农
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费洪标通过引进、试验、推
广桑苗新品种，将桑叶产量从原来的每亩93公斤提
高到了125公斤，增产35%。

在把四川苍溪红阳猕猴桃引入石门镇种植的过
程中，费洪标积极穿针引线，引进专家联手攻关，先
后攻克了日灼病、溃疡病等技术难题，让高山猕猴桃
在江南平原地区顺利安了家，石门镇农民又多了一
条致富路。

在费洪标的努力和各方支持下，石门镇建立了
集农业科研、生产示范、技术推广为一体的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以浙江省农科院、浙江大学为技
术依托，先后开展“湖羊胚移扩繁及高效饲养”“雄
性不育技术在辣椒育种上的应用”等项目研究，育
成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在全国6个
省（市、区）推广，辐射面积10万多亩，受益农户3万
多户，为农民增收2亿多元，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乐此不疲的科普痴人

在技术创新与推广的过程中，费洪标深深感
到，许多农民对科技的认识还不够，对很多事物还
不能科学对待。

“比如说给果树疏果吧，刚开始农民都不乐意
疏，觉得果子长得越多越好，疏了就是扔掉了钱，都
不舍得疏。”费洪标说，结果长出的水果品质不高，
卖不了大价钱，种植效益还是上不去。后来在费洪
标和农业科技人员的不断普及下，农民慢慢接受了
这项技术，水果的品质有了飞跃，而且产量并没有
减少，价格涨了3倍，经济效益大大增加，开始还惴
惴不安的农民这下都笑开了颜，科学种养的观念渐
渐深入人心。

在深刻察觉到开展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后，费洪标施展百般武艺，把科普工作做得有声
有色。

他牵头建设了新农村科普主题公园、农技科普
超市、桂花科普植物园、科普漫画创作基地、科普学
校、防震减灾科普教学点、杭白菊科普博物馆、猕猴
桃科普基地、千亩梨园科普基地等具有鲜明特色的
科普景点，并引进浙沪苏农科院专家联合创新服务
团，在石门湾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基地。

2013年，费洪标通过改造老茶馆，仅用3个月就
创建了一个乡镇森林科普馆，这是国内首个乡镇级
森林科普馆，石门镇因此一跃成为浙江省森林城镇
创建的典范。

费洪标以科普惠农服务站为培训点，以农业园
区和高新技术示范基地为实践基地，为桐乡石门和
周边地区培训农民数千人次。培训中，他不但请来
专家传授先进技术，还让学员到石门先进农业生产
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学员学到
的都是最接地气的技术，能真正做到“学有所用”。

多年来，科普已经成为费洪标生活的乐趣。在
担任嘉兴市和桐乡市政协委员期间，费洪标撰写有
关科技科普的提案25件，其中13件被列入嘉兴市、
桐乡市重点提案，推动了石门猕猴桃特色产业基地、
石门湾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快速发展。

退而不休的老科技人

2018 年 9 月，费洪标办理了退休手续。虽然不
在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岗位上了，但他“科技人”
的身份可一点也没变。

费洪标在桐乡市区一条幽静的巷子里辟了一间
屋子，名曰“洪缘青舍”，面积不大，装饰素雅，用来交
友会客。“这是我的‘科技创新茶吧’。”他笑言，现在

这里成了他为科技成果牵线搭桥的主要场所。
多年的科技工作让费洪标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和

人脉，为此经常有企业家上门找他一起觅成果、搞创
新，原来有联系的高校院所也常找他帮忙把科技成
果落地转化。

桐乡市桐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近推出的“厨
余垃圾智能化处理一体机”，是企业里6个农民技术
员自主研发的，总经理徐伟明是其中之一。他找到
费洪标，问如何保护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费洪标
为其引进中国农科院和浙江省农科院的专家，联合
制订“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的企业标
准，并进行技术指导，解了企业的难题。目前桐宇环
保正在申报地方标准。

“单打独斗形成不了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退
休了的费洪标还有个设想——把桐乡的企业家和农
业大户组织起来，成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协会”和

“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打造一个科技成果和技术的
集散中心，加速成果转化产业化，为促进地方经济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继续出一份力、发一份光。

费洪标：痴心基层创新三十载
□本报记者 江英华锡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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