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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春耕春播进展顺利，越来越多的机

械化设备在田间地头大展身手，成为农业生

产的生力军。无人机飞防、无人驾驶耕地、物

联网监测墒情……农民挑上“金扁担”，广袤

田野澎湃科技动力。

山区驰骋微耕机

“哒哒哒，哒哒哒……”

早上 9 点多，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小箐镇

一处猕猴桃基地热闹非凡。远听，机器的轰

鸣此起彼伏；近看，地里的微耕机纵横来回。

蹚过草窝，农机手老张迎了上来。

老张全名张远泽，之前卖农机。2013 年，

经常出省培训的他，见其他地方农业机械化

搞得火热，决心成立农机合作社，把重心转向

农机服务。

“在贵州找块平地真难！不是巴掌田，就

是鸡窝地，爬坡过坎是常事，有时人都站不

稳，更别说机械。”老张一开始心里没底。

坡坡坎坎的，机械怎么用？

“我们的机械个头小，大型机械作业幅度

超两米，我们的只有 90 厘米，有点缝隙就能

钻。”每次接单，老张先到实地走一遭，摸清道

路、耕地等情况，再决定用哪类机械。“这次是

猕猴桃基地，枝丫长、空隙窄，上头还挂着防

雹网，微耕机正合适。”

2019 年之前，这个规模达千亩的猕猴桃

基地，耕地、除草、打药等，全靠人工。“一年投

入 300 多万，人工成本占一半。”基地负责人安

仕东尝试着联系了张远泽。

看着微耕机尽情驰骋，安仕东直言超出

预期。“之前人工除草，晒干的杂草只能烧掉，

很难充分利用。有了机械，耕地除草同时进

行，杂草顺带回归土壤，这是最好的肥料。”

安仕东算了笔账：给猕猴桃施肥，纯靠人

工，一天只做半亩地，工资 100 块；而用机械，

一天能做 5 亩地，一亩地 120 块。“机械效率

高、标准化强，每亩节省 80 块！”

2020 年 ，修 文 县 完 成 机 耕 面 积 超 67 万

亩，机收面积 8.8 万亩，机播面积 1.6 万亩，主

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从 30%提高到 43%。

“ 截 至 去 年 ，贵 阳 全 市 农 机 总 动 力 达

206.76 万 千 瓦 ，各 类 农 业 机 械 36.42 万 台

（套），农机作业服务组织 103 个，主要农作物

综合机械化率为 47.25%。”贵阳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处长刘林涛介绍。为提高

农业机械化水平，针对地块小、田坎多、不规

则、坡度大等特点，贵阳市持续开展土地宜机

化改造，推动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

高效”发展。

设备升级更智能

在 黑 龙 江 北 大 荒 新 华 分 公 司 青 山 管 理

区，水稻育秧大棚里雾气弥漫，自动喷灌系统

正在灌溉绿油油的稻苗。

种植户阎修全站在一旁，看着运行的设

备，喜在心头。“新型喷灌系统效果特别好，能

根据秧苗的需求来适量供水。供水准确、均

匀、雾化好、射程远，还能到边到角，适合插秧

机使用。”

今年插秧季，阎修全新买的无人智能插

秧机大显身手。

“以前用高速插秧机，得仨人同时在插秧

机上，一个驾驶，两个放秧盘。现在有了无人

智能插秧机的卫星导航定位，自己就能操作，

插完自己家的，还能给别人家干，额外赚些机

耕费。”阎修全说。

阎修全所说的无人智能插秧机，是通过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用 软 件 规 划 路 径 的 智 能 机

械。通过非接触式角度传感器和高精度姿态

传感器，可以在坡地、信号中断等情况下依旧

保持高精度作业，一台机器一天能高质量插

种水稻 40 亩，大大提高了效率。

说起新式播种机，该公司义通农机合作

社成员马明德滔滔不绝。“以往的播种机遇到

不平整的地块或者是低洼涝地，轮胎打滑就

会影响精播效果，产生堆籽、漏籽的情况，有

了这个电机驱动播种机，更智能更精准，就不

怕滑了。今春雨水多，土壤墒情好，用这个能

提前下地播种，抢在前头多干活儿，收入肯定

噌噌涨。”

“提高作业速度、标准、质量，降低人工成

本，提升机械智能化水平，促进集约化生产，是

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方向。今年，我们计划补

贴 485 万元，更新包括履带拖拉机、水稻侧深

施肥机、卫星平地机等各类种管收农机具。”北

大荒农业股份新华分公司农业副总经理费广

文说。

植物工厂低能耗

新农人杨少军一天的“耕作”，从看电脑数

据开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正常，水肥

流速不太稳定。”杨少军将数据一一记录下来。

杨少军是上海由由中荷农业创新园温室

技术总监，他所“耕种”的土地是位于上海崇

明的一片“植物工厂”。温室园区占地 20.66
万平方米，有 29 个足球场那么大。

温室内，随处可见各种传感器设备。由由

中荷农业创新园负责人祁胜平介绍说，温室可

以实现水、肥、温、光、气的智能化控制，白天室

温控制在 25 至 26 摄氏度，夜间则控制在 18 摄

氏度左右，确保蔬菜一年四季都处于舒适的生

长环境。温室里还设置了蜂箱，利用蜜蜂为植

物授粉，模拟自然的植物生长环境。

温室旁边还建设有最大蓄水量达 10 万立

方米的雨水收集池，为作物提供天然的灌溉

水，从而无需增加当地的用水压力。通过电

脑程序控制的压力补偿式滴头，可以精准控

制灌溉的水量和节点，做到用最少的水浇灌

尽量多的植物。浇灌后产生的废液，也会进

行回收处理。给温室加热产生的二氧化碳不

会直接排入空气中，而是通过专用装置进行

回收利用，减少碳排放。

一串植株上应该结多少颗番茄最合适？

“在我们温室，矮小的植株每串结 12 或 13 颗

为好，第四穗开始，结 14 颗最好，多余的可以

摘除。”杨少军说，创新园里有个智慧农业大

脑，每个种植操作都会被记录下来，沉淀为数

据，日后如果新建温室，这些数据经过分析、

解码后，都可以成为宝贵的经验，提高农业现

代化水平。

在一片葱郁的黄瓜种植区域，三五个工

人站在可自动调节高度的架子上采摘果实，

在自动运行的这片农场里，只有采摘、打老叶

这些园艺操作需要人工完成，工作人员介绍，

这里每万平方米需要 8—10 个人进行维护，人

数是传统农业的一半，但平均产量比传统地

面种植高了 10 倍左右。这里平均每天可以为

上海市民提供 30—40 吨高品质绿色蔬菜。

今年 1 月，《上海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2021—2025 年）》发布，计划到 2025
年打造 10 万亩粮食生产无人农场，培育 50 家

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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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机械化主导的新阶段

广袤田野澎湃科技动力
本报记者 苏 滨 方 圆 季觉苏

核心阅读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
没有农业现代化。农业农
村部数据显示，当前我国
农业生产进入机械化主导
的新阶段，各主要粮食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
超过 80%。从山区纵横驰
骋的微耕机，到黑土地上
轰鸣的无人智能插秧机，
再到自动运行的“植物工
厂”，新农机促进农业生产
效率提升，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倾听·乡村振兴新动能R

本报北京 5月 10日电 （记者王珂、郑海鸥）记者从文

化和旅游部获悉：为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乡村旅游需

求，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深入开展“四史”专题教育活动，文化和旅游部

近日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体验脱贫成就·助力乡村振

兴”乡村旅游学习体验线路 300 条。

其中，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下乡的味道”红色之

旅线路，引导游客体验下党乡从偏远山乡到如今年均旅游接

待 20 多万人次的蜕变历程；安徽推出的“不忘初心红色之

旅”线路，让游客深入大别山，从新四军七师司令部旧址纪念

馆出发，探访新中国著名水利工程梅山水库等。

300条乡村旅游学习体验线路推出
“喝罢茶了吗？”平常的夜晚，在我的家

乡河南省柘城县刁庄村，乡亲们见面后，总

要 互 相 问 候 一 句 。 喝 茶 ，只 是 一 个 生 活 习

惯，但在刁庄，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

“为啥咱庄吃晚饭叫喝茶？”还记得小时

候，我这样问爷爷。爷爷告诉我，粮食打得

少，村民晚上这顿饭就喝红薯茶，主食是红

薯窝窝头蘸蒜。

红薯茶其实不是茶，而是把红薯切成片

倒进锅里煮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村民就

把这叫作“喝茶”。

这几年，村民喝上了真正的茶。

去年初秋，我回到老家，刚吃完早饭，就

看到新安哥走进院来。他手里端着一个品

质不错的玻璃茶杯，杯中茶叶竖立、汤色微

绿，令人赏心悦目。78 岁的他是我同辈中的

年长者，精神矍铄。随后，陆续来了七八个

老乡，大家围坐一起聊天。

说起绿茶，新安哥如数家珍：“水温不能

高于 75 摄氏度，要烧纯净水。”铁塔叔接着点

评：“咱庄会喝茶还是你春安哥，他是行家。”

春安哥今年 56 岁，灰白短发，黑红脸膛，

身材结实健壮。10 年前，他用拆迁补偿款和

贷款买了一台挖掘机，从学徒开始干，到现

在 他 家 里 经 营 3 台 挖 掘 机 ，日 子 过 得 很 殷

实 。 他 说 近 七 八 年 才 开 始 喝 茶 ，春 夏 喝 绿

茶，秋冬喝红茶和熟普。家里还有个茶台，

闲了可以跟朋友们喝个工夫茶。

家乡的地里其实不产茶，庄稼人如今喝

茶、品茶，主要还是因为腰包鼓了。在喝茶

聊天中，刁庄人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信。春

安哥和嫂子告诉我，今年，他们想换一辆车，

有空还想去全国各地旅游。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喝茶这一生

活细节的改变，反映出的是咱老百姓生活质

量 的 提 升 ，体 现 的 是 大 家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追

求。如今，刁庄的发展日新月异，大家都铆

足了劲，向着更加美好的生活迈进。

（作者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南记者站

摄像师，本报记者毕京津整理）

品尝茶香 品味幸福
刁 杰

本报北京 5月 10日电 （记者王观）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近日发布《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

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通知》指出，自 2021 年起各级预算

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 10%的比例预留年度食堂食材采购份

额，通过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原贫困地区农副

产品网络销售平台）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通知》明确，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等部门制定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的实施意见，加

强脱贫地区农副产品货源组织、供应链管理和网络销售平台

运营管理，积极组织预算单位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三部门发通知

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

本版责编：唐露薇 吕中正 卢 涛

近 日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德清县武康街道余英溪河

道，河道绿化护理员在进

行水生植物养护。

近年来，德清县以县、

镇（街道）、村三级河长制

为抓手，深入实施河道生

态修复工程，通过种植水

生植物、放养鱼苗等生态

治水模式，提升小微水体

水环境，守护绿水青山。

谢尚国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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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调研督导和约谈 13 个城

市、自然资源部要求各重点城市今

年继续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量、银保

监会等部门发文防止经营贷违规流

入房地产领域……近期，多部门齐

抓共管，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

不动摇、力度不放松，坚决防范化解

房地产市场风险。

今年以来，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

持续高温、抱团炒作有所抬头，甚至

出现“万人摇号”、二手房一夜暴涨等

现象。对此，无论是部门督导约谈、

打击违规经营贷，还是多个热点城市

迅速完善调控政策、整顿规范市场秩

序，都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

决遏制投机炒房，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既是

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民生问题。

无论是满足群众住有所居的热切期

待，还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都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推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

济均衡发展。从 2016 年底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以来，各地各部门时刻

绷紧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根弦，全面落

实房地产长效机制，房地产市场总体

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即便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经济下行压力增

大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调控也没有

丝毫放松。如果说，在政策实施之

初，一些投机者还抱有侥幸心理的

话，那么这几年的实践已经让市场清

醒地认识到党中央遏制热点城市房

价过快上涨的坚定决心，以及房地产

调控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当前，受热点城市住房供应结

构性矛盾突出、全球流动性泛滥等

多重因素影响，确保房地产市场平

稳运行压力不小。各地各部门都要拿出更加坚定的态度

和更为有效的办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坚决遏制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势头。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遏制热点城市

房价上涨势头，重在增供给。当前，一些人口流入多、房

价较高的大城市，要建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切实增加

住宅用地供应，管控好地价，并且充分披露住宅用地供应

信息包括存量信息，让各类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充分掌握

信息，从源头上稳定预期。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遏制热点城市

房价上涨势头，金融要管控。数据显示，通过加强房地产

金融管理，去年房地产贷款增速 8 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

款增速，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从 2016 年的

44.8%下降到去年的 28%。事实证明，不断完善调控手

段，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发挥住房税收调节作用，可以

更大程度地支持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遏制热点城市

房价上涨势头，短板应补齐。时下，租赁市场存在供应结

构不合理、市场秩序不规范、租赁关系不稳定等问题，新

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难问题比较突出。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重视解决好这部分群体的住房

困难问题。应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完善长租房政

策，并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使更多人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遏制热点城市

房价上涨势头，关键在落实。房地产市场因城而异，调控

政策不能搞“一刀切”，要强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各地

要紧盯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完善相关政策，增强调控的针

对性、实效性。近期，合肥出台同一套住房 6 年内只能享

有学区内小学 1 个学位的新政策、广州将 9 个区个人销售

住房增值税征免年限从 2 年提高至 5 年，这些都对稳定房

地产市场发挥了作用。

我们相信，只要各地各部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部署要求，加

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一定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向全体人民住有

所居的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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