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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老汉
变身发明家
费县一农民发明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57 岁的农民邢建华是费县肖山后村一位普普通通的果农，每天的工

作是照顾家里的 8 亩半果园，可就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农活，却把小学毕业
的老邢逼成了“农民发明家”。经过四年的努力，邢建华发明的手扶除草松
土机，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目前邢建华已经和潍坊一家机械厂签订了
机械生产协议。

1 月 17 日，记者来到邢
建华的家，刚走进他家的院

子，记者就看到了邢建华的

发明，从外观上看，邢建华发

明的这款手扶除草松土机就

像是一个小型的耕作机，可

是邢建华却说，他发明的这

个手扶除草松土机，虽然外

表普通，但可以一机多用，不
仅能除草、松土还可以给果
树喷农药，使用起来非常方

便。

“我发明的这个手扶除

草松土机每小时可完成 3 亩

地的除草作业，是人工除草
量的 3 倍。如果把松土用的

轮片换成装农药的药筒，就

可以给果树喷农药，还可以
手动操控喷头的方向。”邢建

华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发明

的手扶除草拖拉机，最大的

特点是可以减轻劳动强度。

为了让记者亲眼见识一
下除草松土机的“威力”，邢

建华特意把它推到果园里，

准备操练一番，但因天气太

冷，机油被冻住了，发动机无
法正常工作，邢建华用了很

长时间，才把机械发动起来。

冬季并不是农耕季节，老

邢只能在空闲的地里给记者

示范。机械运作起来以后，机

械上带的“铲草轮片”开始快

速转动起来，锋利的轮片很容

易将地里的杂草除掉，老邢告

诉记者，机械上安装的“铲草
轮片”，是他花了大量心血研

究出来的，既可以在松软的地

上铲草，也可以在硬地上铲
草，有效地提高了耕作效率。

除草松土机

一机多用效率高

A

5 7 岁的邢建华家里种

植了 8 亩半的果园，由于孩

子们都在外地工作，妻子又

帮着大儿子在外经营买卖，

家里的果园只能靠他一人

打理，实在很辛苦，于是他

就有了发明机械的想法。

2 0 0 7 年年初，邢建华

还特意去一趟费县农机公
司找灵感。邢建华不会画

图，只能凭着自己的想象，

要制造什么样的机器，需要
多少零件，零件要怎么组

装，这些问题都记在了邢建

华的脑子里。“那段时间每

天大脑就像在放电影一样，

制造除草松土机的程序在

脑子里一遍遍重复。”邢建

华说。

邢建华苦苦琢磨了三

个月后，找到费县一家机械

厂请求他们帮他制作机械，

但遭到机械厂拒绝，原因是

邢建华制造的手扶除草拖

拉机既没有样品，也没有图

纸。邢建华用了一整天的时

间，对机械厂负责人进行说

服，并承诺由他自己去找制

作机械所用的零件，机械厂

这才答应帮他生产机械。

2 0 0 8 年初，邢建华把

组装成功的首个样品机推

回家以后，就下地进行了试

验，让邢建华高兴的是，试

验竟然成功了。然而，三个

月后的一场大雨给老邢出

了个难题。由于雨后土地变

泥泞，邢建华的机械下地以
后，刀片会被泥裹住，根本

运转不动。邢建华还发现，

如果土地太硬，刀片进不了

土里进行作业。

在机械的整个制作过
程中，摆在邢建华面前最大

的难题出现了，那就是使用

什么样的刀片，才可以适应

各种土质。“我当时一直在

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可

以很容易钻到土里，我想到

的是钉子，什么可以很容易
切坚硬的东西，我忽然想到

了锯，通过锯齿不断的旋
转，应该可以很容易钻进土

里。”邢建华说。

有了想法，邢建华开始

专心研究自己需要的锯片，

并成功研制出了“铲草轮

片”，邢建华指着轮片兴奋

地说：“这个轮片是我花了

一年多的时间才研究出来，

是整个机械的核心技术，我
可以这么跟你说，现在全中

国还没有这种轮片。”

2010 年 7 月，经过近 4

年的研究，邢建华研制的真

正意义上的第一台手扶除

草松土机，终于出厂了，看

到自己制作的机器可以顺

利完成作业，邢建华这才有

了成功的喜悦。

苦心研究四年

梦想成为现实

B

小学毕业的邢建华要
搞发明，村里人都觉得他是

白日做梦，村民尹传甲告诉

记者说：“刚开始听说邢建

华要搞发明，村里人都不相
信，有的甚至觉得很好笑，

我们都认为发明机械是科

学家才能做的事，你一个小

学毕业的农民肯定做不来，

没想到他竟然真发明出来

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村的英

雄了。”

在邢建华的家里，记者

看到，除了一台电视机，家

里没有一样像样的家用电

器，邢建华告诉记者，这些

年他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

研究机械上，已经没有钱给

家里置办电器，甚至有时候

自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还

得伸手向子女要生活费，因
为这样，家里人都反对他搞

发明。“我的家人和我们村

里人想的是一样的，觉得我
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想发

明机械根本是在白日做
梦。”邢建华说。成功制造出

手扶除草松土机后，家里人

也在试着慢慢理解邢建华，

并且开始支持他的发明创

造。

邢建华成功了，他制造

的手扶除草松土机获得了

国家新型实用专利，2 0 1 0

年 4 月邢建华和潍坊一家

机械厂签订了生产合作协

议。邢建华说：“我希望我制

造的机械能为农民朋友分

忧解难，只有这样我的创造

才有意义。”但邢建华并没

有因此而停止研究，他还在

不断改进完善除草松土机

的各项功能，研制新的“铲
草轮片”。

当记者问邢建华是否

还有发明什么机械的想法

时，邢建华很认真地告诉记

者，他还会不断制作新发

明，他现在正打算做另一个

发明项目，他想发明一种既

可以在空中飞行，也能随时

降落的飞行车，他已经给这

个项目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空中汽车”。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晖

小学毕业的

“农民发明家”

C

上网冲浪、ATM 存取款、群发短信……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小菜一碟”，但对不
少老年人来说，熟练掌握这些高科技似乎并不容易。科技产品是否也给老年群体带来便利？他们不接受
的原因在哪？怎么让他们走出被现代化边缘的困局？带着问题，记者做了探访。

“潮”老太也怵高科技
老年人遭遇“现代化”尴尬

“早晨起来看看老伙计们在不
在线，上网偷个菜，下午再上网写写

文章。晚上上网下会儿跳棋。”今年

68 岁的退休干部陈岚说，她的生活

都快离不开电脑了。

2008 年，老陈的子女给她买了

一台电脑，供她打发退休后的闲暇
时间。刚开始学上网，老陈费了不少

工夫，“我把小孙子的拼音表挂在墙

上学”。为此老陈还专门作诗一首：

“年近七十学电脑，八岁孙子来指

导。拼音图表挂墙上，搜狗词组讲细
详。教我怎样按鼠标，复制粘贴都会

了。敲击键盘写文章，祖孙二人乐陶

陶。”

慢慢地，陈岚学会了用QQ 跟

老年大学的同学聊天，发电子邮件

投稿，有时也跟线上棋友下棋，甚至

“偷菜”。老陈说，因为她经常在QQ

空间里写文章，还有不少网友慕名

而来加她好友。

像陈岚这个年纪的“潮”老太

太，在她居住的小区里并不多见。跟

她住对门的老黄今年 70 多岁了，他

一直很佩服陈岚的学习能力，“我眼

睛花了，别说什么上网聊天，现在这

些高科技我都搞不懂。”去年老黄的

孩子给他安装了一个电视机顶盒，

“机顶盒上各种功能按钮和电视上

花里胡哨的节目，都看不明白。”老

黄苦笑着说。

即使“时髦”如陈岚，面对银行

里的自动取款机还是不敢用。“我没

有操作过。”老陈告诉记者，她到银
行办业务从来没用过ATM 机，“弄

不懂，操作错了钱少了怎么办？”所

以老陈至今没有一张银行卡。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在银行叫

号排队的人大多是老人。“他们宁愿

排很长时间的队，也不去自动存取

款机上办业务。”一银行柜员告诉记

者。 去年，陈岚的女儿送给她一
部老人专用手机，键盘大、字体

大、声音大，尽管偶尔按错了急

救键令子女们吓得不轻，不过这

让已经花眼的老陈心里多了些

宽慰，“要是为老年人多开发一
些高科技产品就更好了。”

在市区沂蒙路与启阳路交

会处附近的老年大学，目前已经

放了寒假，放假前，该校开设的

“远程老年教育课”一度报名火

热。“我们把课件挂到网上，手把

手教给老人怎么点击、怎么进网

站，他们很愿意学。”老年大学办

公室的杨主任说，学会基本操作
后，即使放假了，老人也可以在

家里上网站学习。

除了社会大环境提供便利，

形成一些专门机构容老年群体

“老有所学”之外，王维义告诉记

者，“在家庭环境宽松的情况下，

家庭成员可以帮助老人怎么使

用机顶盒、电脑。就像孙子、孙

女教老人打字、上网，他们就更

愿意学，效果更好，还增进祖孙

之间的感情，减少代沟。”

就此现状，记者咨询了临

沂市老龄委得知，目前临沂市

尚无对此类课题进行的调研。

“社会上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学

习服务的只有老年大学，老年

人面对高科技产品有什么需

求、需求有多大我们并不掌

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
人员称。(文中陈岚为化名)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遥

破解：营造更包容的社会环境

在这个高科技产品层出不穷的

年代，产品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对

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又有强烈消费欲

望的年轻人群体，自然而然构成了

高科技产品的主流消费市场，而老

年群体的状况则完全相反。

老年人生活节奏慢，学习能力

也远不及年轻人，面对花样百出的

高科技产品，难免陷入恐慌。临沂大

学社会学教授王维义分析，造成老

年人恐慌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老

年人的生活惯性所致，其次是科技

复杂，不便于老年人使用，再有就是

社会大环境的问题。”

王维义说，很多老年人几十年

来形成了一种生活惯性，就是只根

据经验做自己熟悉的事。比如老人

宁愿坐在银行里等半个小时以上，

也不会主动到更便捷的自动取款机

前取钱，就是这个道理。“多少年来

一直是跟银行工作人员面对面交

流，我要存多少钱、取多少钱，突然

发明了一台不用跟人交流的机器，

老人不会轻易尝试。”

高科技产品复杂，单从琳琅满

目的名字就看得出来：从智能手机

到 3G 手机，从数字电视到 3D 电

视，更不用说 ipad、iphone 这些英文
名字，让老人听起来都觉得费劲，更

别说操作。

“社会大环境也不够宽容，没有

让老人轻松接受的环境。”王维义
说，每当一种新科技产品问世时，铺

天盖地的广告渲染的无非是一个

“快”字。而老人早就摆脱了快节奏
的生活状态，也没有专门机构主动

引导他们，导致了老人的兴趣只能

陷入侍弄花草和书法绘画这些最为
传统的生活情趣中。

探因：生活惯性与科技复杂成主因

现状：老年人熟练掌握高科技并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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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老太陈岚正在浏览 QQ 空间，有不会打的字还要看一眼

墙上的拼音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