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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是起点，一路往西，这是我想走
的“丝绸之路”。我是一名返乡的“蚕三
代”，要把湖州蚕桑的科技、技术和理念卖
到世界各地，这是我的AI畅想图。

当然，这不是空中楼阁的遐想。这些
年，我们做了很多“哇塞”的事，比如种
植杂交桑，研发智能机器，像割韭菜一样
割桑叶，让蚕农从手工采叶中解脱；比如
造出了多层循环大蚕饲养机，蚕宝宝住上
公寓楼，喂养实现自动化，一人轻松能养
百张蚕种。

去年初，自家的蚕桑机械技术模式获
评农业农村部2024年农业主推技术。于
是，我大胆决定，走出属于我的“丝绸之
路”。去年，我带着湖州黑科技设备、成熟
技术以及市场理念一路往西，目前已在江
西、广西、新疆等地落地开花。这条“万
里丝路”刚开始，我会一步一个脚印扎实
走下去。

走出我的“丝绸之路”

我的AI

畅想

提问：蚕桑是一项传统的农业产业，年轻人
如何更好赋能，在更广阔的天地找到它新的价值？

AI回答：年轻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赋能传统
蚕桑产业，并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找到其新的价值。

科技创新与研发。加入科研团队，参与蚕桑
产业相关的科技创新项目，如智能养蚕、新型蚕
种培育、桑树基因编辑等。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
际应用，如推广良桑快速丰产建园、小蚕专业化
共育、大蚕省力化蚕台饲养等技术。

智能化生产。利用智能设备如“蚕室温湿度
智能控制系统”等，提高养蚕的科学化管理水
平。推动桑园旋耕机、自动化养蚕机、电动采茧
机等省力化机具的应用，提高劳动效率。

多元化产品开发。开发桑叶茶、桑食品、桑
饮品、桑药品、桑饲料等多元化产品，增加蚕桑
产业的附加值。利用蚕茧中的丝胶蛋白、丝素短
纤维和小分子蚕丝胶蛋白液开发新材料、功能性
食品、医疗器械等。

产业链延伸与融合。推动蚕桑产业与乡村旅
游、文化体验、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融合发
展。形成从蚕种、栽桑、养蚕、蚕茧收烘、制
丝、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式发展。

品牌建设与市场拓展。加强蚕桑丝绸品牌建
设，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参与国际合作
项目，将中国的蚕桑技术和产品推广到国际市场。

文化嵌入与传播。挖掘和传播蚕桑文化，提
升蚕桑产业的文化价值和市场认知度。在教育领
域推广蚕桑文化，培养新一代对蚕桑产业有兴趣
的人才。

数字化转型。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数字科技手段，为蚕桑丝绸产业赋能。探索
智慧蚕桑，推动全链条可持续发展。

年轻人不仅能够为传统蚕桑产业注入新活
力，还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找到蚕桑产业新的
价值和发展空间 （回答由Kimi智能助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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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束一季蚕宝宝，费雨莹近日暂停
了蚕房“营业期”，准备利用2个月时间做
设备改造升级，今年2月“再战”。

盘算2024年的收成，费雨莹笑着说还
不错，更为骄傲的是自家蚕桑机械技术模
式获评农业农村部2024年农业主推技术。

2017 年，费雨莹选择回村养蚕宝宝
时，她身边的朋友是有些不理解的，放着
高薪的金融职业、大厂高管不做，回家从
事“最古董”的行业？

费雨莹却不以为然。她出生在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边，小时
候，奶奶采摘桑叶、侍弄小蚕的情景常涌
现脑海。奶奶是村里的养蚕能手，爸爸走
南闯北买卖生丝，是改革开放初期接到最
早一批外贸订单的人。

耳濡目染中，蚕桑成为她终生牵挂的
乡土情结，那是家乡的印记、文化的根
脉，也是肩负的使命。

蚕桑曾经是江南地区独有的产业，随
着“东桑西移”和经济社会变迁，蚕桑行
业在江浙一带逐渐式微。但纵观全国，蚕
桑业依然是我国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作为全球蚕业第一大国，我国的蚕茧、生
丝产量均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三。

看到前景的费雨莹决定辞职，回村
“继承家业”。对于这个抉择，父亲举双手
赞成，但他也深知这条路并不好走，于是
他俩决定携手并进，让“老宝贝”焕发新
生机。

费雨莹盘算了传统养法，1张蚕种需要
占地40平方米，2个人至少需要起早贪黑
劳作1个月，等待结茧，特别是采桑叶格外
讲究，蚕宝宝只吃当天的新鲜桑叶。即便
养蚕效益可观，但传统蚕桑业生产效率较
低、劳动力青黄不接成为痛点。

痛了那就治！费雨莹找到省、市农科
院专家，双方一拍即合，要在采桑和养殖
上做“减法”，提效率。

首先桑树要改良，在省市农科院支持
下，费雨莹引进了桑树草本化栽培，不同
于瘦长的传统桑树，草本化桑树就像一棵

棵长势规整的小矮树，便于机械化采摘。
其次，40平方米能不能养更多蚕？费雨莹
想到工业化养殖模式，让“蚕宝宝上楼”。

想法对路了，但落地需要适宜的科技
设备，市面上并没有这样的设备。正巧，
费雨莹父亲是个“科技控”，尤其擅长机械
改造，文科出身的费雨莹也投入自学中。
两个人废寝忘食地“蹲”在科技改造、设
备研发中。

“那两年，我们毫不犹豫地把销售利润
倒贴到研发费用中，没人说放弃或者亏
了。”费雨莹说。

随着多层循环大蚕饲养机、自动化桑
叶采摘机等黑科技上线，他们先后拿下11
项国家专利，发布2个地方标准。与传统饲
养方法相比，该蚕桑机械技术效率可提高
10倍以上，张种节省用工7工以上，亩增
效益2000余元，单位面积蚕室的饲养量提
高5倍。

在费雨莹的手机视频里，一边是恒温
恒湿的养殖车间，一批批不同生长阶段的
蚕置于“楼层”中，机器轮番自动喂食桑
叶；另一边的生产车间里，雪白的蚕茧像

瀑布一样从传输带上倾泻而下，生产车间
外，采摘机30分钟能快速采摘750公斤桑
叶，1分钟送到车间里……机械化采桑、工
厂化养蚕，突破了养蚕的季节性限制和桑
叶采摘上的人力高度依赖。满负荷作业的
话，车间里的蚕宝宝可以全天24小时、全
年365天不间断产茧。

目前，这一科技“套餐”已经走进江
西、广西、新疆等地，也带到老挝等国，
给当地农户带去效益。

生产端解决了痛点，费雨莹开始琢磨
消费端。“生产蚕茧是带动中下游产业的关
键，前端是养蚕，后端则是由其延伸出来
的产业链。”她说，一方面她玩“跨界”，
抓住国潮风口，设计开发蚕桑产品，在旅
游景区开了6家门店，时尚与古典结合的包
包、丝巾等广受热捧；另一方面，她拓宽
蚕桑产品应用领域，同步开发了桑叶茶、
桑叶食品、医药用品等，让蚕茧的生物科
技价值不断增强。

“我还卖数据呢！信不信？”费雨莹笑
着说。原来，2023年，她和江苏一家生物
科技公司合作，全程采集蚕宝宝生长过程
肽含量，数据提供给生物科技公司，作为
其基础研究的数据支撑。

宝藏不止于此。费雨莹认为，桑基鱼
塘是世界性农业非遗。蚕丝在江南的传统
产区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和湖羊、水稻等
构成了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生活方
式。她正带着年轻团队设法找到创新方
式，最大化保留其文化和价值。“更希望我
们这一代年轻人能赋予农民新的意义和价
值。”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