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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嘉兴桐乡市濮院大圣果蔬农场，一

条条葡萄长廊果实累累。往左看，“浪漫红颜”

葡萄如一串串红宝石。往右看，高档品种“阳光

玫瑰”葡萄藏身于专用套果纸袋内。

农场负责人沈金跃摘下一串葡萄，拧下底

端最小的一粒，把汁水挤在一个小仪器上。仪

器屏幕马上显示出葡萄甜度：20。“这批葡萄符

合客户需求，可以发货。”沈金跃满意地说，“今

天要发出 1000 斤‘阳光玫瑰’，每斤均价在 30 元

以上。我们有 106 亩果园，可以采摘到 9 月底，

又是一个丰收年！”

丰富产品，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

嘉 兴 的 农 业 丰 收 场 景 ，不 仅 仅 在 葡 萄

园 里 。

在南湖区，湘家荡农业数字化工厂的现代

化大棚里，水果彩椒从绿叶中探出头来，个头饱

满，长势喜人。蔬菜的根系扎在椰糠条包里，经

四级过滤处理的纯净水精准滴灌，补光灯、捕虫

灯抑制病虫害，不用喷洒农药。

在桐乡市崇福镇农创园，小虫草堂园艺有

限公司的产品很特别：一盆盆捕虫草，有的长着

“小夹子”，有的长着“小瓶子”，有的是带黏液的

美丽小花。负责人刘国明说，2015 年，他在这

里租赁 2300 平方米的大棚创业，现在已成长为

有较大知名度的捕虫草卖家。“这里有很多创业

伙伴，大家经常相互交流。有些邻居擅长销售，

还可以帮忙扩大销量。”

同在桐乡，眼下的梧桐街道桃园村，虽然不

处于檇李的产季，但村里生产的檇李冰淇淋、檇

李啤酒、檇李汽水正卖得火热。“檇李是本地的

一种特色水果品种。每年 3 月开始，是赏花游、

采摘游的好时节。等檇李下市后，再进行深加

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富了口袋！”桃园村党总

支书记凌峰说。

嘉兴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总农艺师王

志舫介绍，嘉兴农业已形成以粮油为战略产业，

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蚕桑等为主导产业的

发展结构，粮经比为 50.8∶49.2，主导产业产值

占农业总产值的 74.4%。农业标准化生产程度

达 65%，绿色优质农产品比例达 57.3%，所有县

市区都设立了农业经济开发区。

更新技术，科技引领绿
色高效

近年来，嘉兴以科技化、数字化引领农业产

业整体发展，推动农业生产稳步迈向中高端。

南湖区建成两家省级数字农业工厂，22 家种养

基地完成数字化改造。

湘家荡农业数字化工厂内，智能灌溉施肥

机、智能喷雾车、运输机器人、陆轨两用采摘车

等设备，共同打造了一个无污染、全绿色的生态

农业园区。在这里，蔬菜基本实现周年生长，每

平方米产量在 75 公斤左右，是普通大棚产量的

8 至 10 倍，预计年产值将达到 700 万元以上。

站在浙江东郁广陈果业有限公司的在建工

厂前，很难想象，眼前这座几十米高的全封闭厂

房，竟然是用于农业生产。“这里将通过立体种

植来培育新品种。农产品将像工业产品一样，

以严格的标准化程序生产出来。”公司设施种植

部门经理马新远说。

如今，科技化、数字化推动嘉兴的农业产业

链不断延伸，由育种开始，优质农产品需求越来

越旺盛，品类越来越多。

在秀洲区洪合镇的浙江美之奥种业公司，

育种实验室的组培架上器皿琳琅满目，里面是

正在培养的植株。它们长大后将被移栽到大棚

里，生长成熟，待开花结果后，采下的种子就是

优良育种材料。公司副总经理余永辉说，“公司

有现代化分子设计育种实验室、种子加工车间，

2018 年 还 建 成 院 士 工 作 站 ，研 发 出 优 质 的 甜

瓜、番茄、西蓝花等多个品种。”

数字农业的不断发展，还带来了更多改变。

平湖市实现全域农产品绿色生产，买农药要“刷

脸”，全市 81台人脸识别一体机覆盖农资企业和

农资店，数据系统会根据每个农户的种地面积自

动算出农药的总用量，控制农户的农药购买总

量；登录“浙农服”平台，供需双方实现“云上合

作”，销售公司根据实时更新的门店销售量、畅销

单品，及时向生产基地反馈，农户掌握市场需求

后，什么好卖种什么，哪里畅销供哪里。

充实力量，千方百计
培养人才

“随着农业数字化快速推进，用工难题得到

了一定缓解。”马新远说，“在我们 2000 平方米

的植物工厂，只需要 2 到 3 个工人。但总的来

看，农业企业招工还是难，工人年纪普遍偏大。”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农业领域缺人，不

仅缺一线操作员，更紧缺的是未来的经营者。

为此，崇福镇规划建设了面积达 2000 亩的

农创园，吸引年轻创业者入驻。崇福镇农业经

济服务中心主任冯志刚说，目前农创园核心区

有 40个团队，大部分是创业的大学生，平均年龄

不到 30 岁。政府建好薄膜大棚低价出租，每亩

土地年租金 1000 元，设施年租金每亩 3000 元，

前 3 年每年享受 2000—3000 元的设施费减免优

惠，这样每亩的年租用成本最低只需 1000元。

不只崇福镇，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嘉兴多

地都推出了农业人才计划。平湖市聘请“乡村

振兴规划师”，着力培养基层人才。海宁市每年

选派农技人员和生产大户到浙江省农科院等科

研院校挂职锻炼、培训学习。嘉善县成立“善农

客”领创人才联盟，目前已吸纳成员 30 名，为农

业农村发展输送了一批优秀创业人才。

2020 年，嘉兴农业农村领域流入人才数量

创近年新高，新增农业创业者、新农人 207 名。

浙江嘉兴育新型人才，
促产业数字化转型

科技护航
农业升级

本报记者 顾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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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亩酥李，丰产可收获五六千斤，保底进

账两三万元。在贵州毕节黔西市大关镇丘林

村，别人想的是如何卖个好价，刘勤军却选择

把酥李送人。这是为什么？

“李子负责引客，我这里主打农家乐和旅

馆，哪怕在淡季，一个月最低能赚 1.5 万元，你

说算不算丰收？”刘勤军手指路旁，继续补充

道，“这两年来体验采摘的人越来越多，要是

玩累了，这里还有旅馆。”事实证明，这种发展

模式，的确不一般。

近年来，毕节市主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推动农业同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走出一条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

新路子，广大农户因此受益。

培育特色，以农业带
动乡村旅游

在乌江支流鸭池河畔拐角处，一半是水，

另一半果树掩映的人家，就是丘林村了。

个大皮薄，外披白色果粉，咬一口下去，甜

中带酸，清香萦绕，这是产自丘林村的酥李。

“除去退耕还林的地，全村还有 3500 亩

果林，大多数种的是酥李。”聊起水果，村党总

支副书记李永华开门见山，“一亩酥李，至少

能卖好几千元，去年村里人均收入 1.2 万元，

水果大致贡献四成。”

在丘林村的地里，起初是玉米占大头，水

果仅是零星种植。后来赶上退耕还林、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村里种酥李的人越来越多。

2009年，外出打工的刘勤军，返乡种起酥李。

“5 到 7 元钱一斤，要么背到集市卖，要么

批发商上门收。”刘勤军发现，丘林村地处河

谷，李子早熟，口感脆甜，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体验式采摘也逐渐兴起，“这让我们的水果有

了新卖点。”刘勤军说，相对零售，采摘价要高

不少，村民的积极性显然更高。

眼看水果产业日渐起势，当地政府决定

再助一臂之力。

“丘林村已培育出特色产业，如何进一步

释放产业价值？我们瞅准了乡村旅游。”大关

镇党委书记胡述利介绍，为培育市场、吸引客

流，从 2009 年起，政府每年在丘林村举办桃

李花节，“春天赏花，夏天摘果，每个季节各有

特色，争取做大乡村旅游品牌。”

2017年，当地政府争取资金 3000万元，完

善提升丘林村及其周边基础设施。去年 3月，

村里开始套种金丝皇菊，为秋季旅游做准备。

如今，在政府引导下，丘林村有 15家农家

乐和 29家民宿，大伙儿纷纷吃上“旅游饭”。

拓展链条，实现高质
高效发展

中秋前夕，按照约定时间，货车准时开进

赫章县威奢乡大营村。提前等候的村民立即

抬出自家蚕茧，接着打包、上秤、装车。一个

小时后，蚕茧被运抵加工厂；一个月后，至少

4 种产品将销往海内外。

2017 年，听闻邻村养蚕，大营村村民李

德方赶紧跟着村里人一起过去了解情况。省

农科院的专家也来看过，当地自然条件相当

适合。几经考量，他们发现这行挺赚钱。

“选村民代表，到外地参观学习，再逐个

到村民组动员、统计，最后开群众会讨论。”大

营村村委会主任郭继贵介绍，得到群众响应

后，政府帮忙引进了一家蚕茧销售企业，“企

业负责提供蚕种、技术，进行销售，村民负责

养殖。”

2019 年，政府出资从浙江采购桑苗，免

费向村民提供，同时争取项目资金 400 余万

元，修建了 5 个养蚕房、一个育雏房和一个烘

干房，大营村的桑蚕养殖正式起步。

“我们提供场地和设备，吸引老百姓到基

地养蚕，多劳多得。”郭继贵说，村里跟引进的

企业签订保底收购协议，让养殖户放了心。

为 延 长 桑 蚕 产 业 链 ，实 现 高 质 高 效 发

展，2020 年底，赫章县引进的贵州丝路兴蚕

纺织有限公司投产。“我们投资 3000 万元做

精 深 加 工 ，产 品 包 括 蚕 丝 被 、丝 绸 、白 厂 丝

等，此外对桑叶、桑枝也进行加工。”公司总

经理李惠强说。

有了产业链，村民底气更足。“今年打算

再加大投入，争取明年养殖六七批蚕。”李德

方盘算着。

突破瓶颈，加速弥补
薄弱环节

无论是发展水果产业，带动乡村旅游，还

是立足桑蚕产业，推进精深加工，要让农民富

裕富足，还有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弥补。

“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差不多占全村人口

的 1/4。”李永华说，这导致学酥李管护技术

的人较少，种植出现了一定短板。

在销售方面，丘林村的主要思路仍然是

零售、批发和采摘，整体价值偏低，也是当前

需要突破的瓶颈。

针对丘林村的现状，胡述利也在寻求解

决办法，“趁着产业结构调整，我们引导农户

做果树优化，对一些过了丰产期、果子个头

小、品质较差的果树进行改良。”

政府相关部门也在调研，计划引进互联

网销售渠道，希望在降低销售风险的同时，

充分提升经济价值。“目前，一些农户的旅馆

可能无法满足游客需求，所以我们还打算争

取 项 目 ，帮 助 农 户 统 一 改 造 ，提 升 服 务 水

平。”胡述利说。

一头连着农业，一头连着工业，桑蚕产业

的发展同样引人重视。

赫章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黄跃说，要

想把产业做大，就得培育新型农民。黄跃认

为，新型农民懂技术，会管理，肯钻研。“这两

年，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经常邀请专家开

讲座、搞培训，希望在守住绿水青山的同时，

能有更多农户更科学地种桑养蚕，加速产业

发展。”

目前，整个赫章县有 5 万亩桑园，带动 16
个乡镇。去年全县蚕茧产量达 350 吨，产值

为 1401 万元。

“我们也在招商引资，争取完善、延伸产

业链条，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年年都是丰

收年。”黄跃表示。

贵州毕节挖掘自身潜力，推动产业融合

转变方式 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苏 滨

走发展新路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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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格兰仕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系统快速地将研

发、可靠性验证、烹调数据调整、消费者研究、上游供应商开

模、产品投产等工作同步协调起来，不仅让产品拥有更轻的

重量、更佳的导风结构、更好的烹饪效果，还将整个流程从

6 个月缩短到不足 2 个月。

“过去的接单—研发—生产—交货模式令企业无法快

速响应市场需求，更难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国际贸易中，市场倒逼着格兰仕转型。”格兰仕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梁昭贤介绍，近年来格兰仕开始探索数字化

转型，自主研发了供应链系统、供应商协同平台、制造执行

系统等，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工业互联网生态，打通产业链的

所有环节。

通过云端数字化管控和完善的工业互联网生态，针对

客户提出来的个性化订单，从接单到设计仅用 7 天，协同供

应链配套到成品批量下线最快也只需 7 天，劳动效率提升

40%，订单交付期缩短 67%。

“目前设计中心建立了全新的数字化设计流程，白天调

整模型，晚上加工经过优化的数据，创意、模型、验证都可以

通过系统反复调试、推敲。”格兰仕微波炉自动化开发部负

责人说，过去每一项设计都要出样品来验证，如今效率大大

提高。

格兰仕推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对接上下游几千个供

应商的生产、库存、物流等数据，通过数字产业链，带动上下

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作为智能家电产业链‘链主’企业，格兰仕有责任和

义务帮助产业链共同成长，围绕数据化提高效率，提升产

业链上中下游核心凝聚力。”梁昭贤表示，格兰仕在做整

体架构时，已经把整个供应链考虑进去，推出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对接上下游几千个供应商，串起生产、物流、库存

等数据。

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链主”企业数字化成为

关键与核心。“过去我们与格兰仕协作，需要五六个人专

门对接格兰仕，从订单、生产到送货，都很繁杂。接入供

应 链 数 字 化 平 台 之 后 ，对 接 工 作 精 准 高 效 ，人 员 得 到 解

放。”广东四会市金宝彩印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生表示，

他们是广东千千万万中小制造企业中的一家，当前数字

化转型十分迫切。

2020 年 5 月，格兰仕帮助金宝彩印建立了互联网系统

和供应商协同平台，订单、合同均通过云平台完成。现在，

该供应商仅需一个人就可以对接格兰仕的业务，工作效率

大幅提升。

广东省大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驶入智能制造的快车道。截至目

前，广东省已有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

过 50 个，累计推动 1.5 万家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 50 万

家中小微企业“上线用云”。

梁昭贤介绍，云端数字化平台向产业链核心端延伸，

由格兰仕发起，与恒基（中国）、赛昉科技共同成立的芯片

设计公司——广东跃昉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顺德，主

导建设世界级的顺德开源芯片产研城项目。而以云端数

字化平台为纽带，格兰仕将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众

多芯片开发及技术支持汇集在一起，广泛赋能中国传统

制造业。

金秋 9 月，亿万农民欢天喜地，迎

来了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多地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9 月 22 日—23 日，位于长江流域

的浙江嘉兴、湖南长沙、四川德阳三地

同步举办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

的 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

浙江嘉兴主场位于南湖区七星街

道农业公园，组织开展农民庆丰收联

欢、“种业振兴”希望之种接力、数字农

业应用展示，展现乡村振兴的光明前

景。湖南长沙主场活动在长沙县举

办，突出深厚的红色文化基因、灿烂的

稻作历史文化、雄厚的水稻育种实力，

展示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的坚定决心。

四川德阳主场活动在广汉三星堆镇举

办，展现长江上游丰富多样的优质产

品、美丽宜居的乡村生活、辉煌灿烂的

农耕文化。

9 月 23 日，国家乡村振兴局会同

江西省政府在赣州市于都县举办“兴

产业促消费、庆丰收感党恩”主题活

动。活动现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和新希望集团等 55 家单位发

起企业消费帮扶联合倡议，22 家企业

举行消费帮扶现场签约，达成意向签

约 30 项，签约资金 9.4 亿元。

同一天，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黑龙江主会场开幕式活动在大庆市杜

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拉开帷幕。随着

丰收的锣鼓齐声奏响，渔民捕获的鱼

儿奔腾跳跃，寓意着鱼米双丰收、丰年

喜欢腾。云南省举办以“庆丰收·奖名

品”为主题的表彰大会，公布了 2021 年云南省“10 大名品”

和绿色食品“10 强企业”“20 佳创新企业”获奖名单。

“我们丰收啦！”23 日，在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前南峪

村抗大陈列馆广场，喜庆的锣鼓震天响，欢快的秧歌扭起

来。当天，前南峪主会场设有农民演艺区、农业品牌展示区

等，展出 100 多种特色农副产品。

除了邢台市，河北多地也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

动。在保定市阜平县大道农业生态示范园，村民们载歌载

舞庆丰收；在徐水区神农现代农业示范园里，19 个县（市、

区）收获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元庄村

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供销联盟成立仪式举行，河北省名

优农产品数字平台正式上线。

近 期 ，第 三 届 中 国·盘 锦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博 览 会 举

行 。 本 届 乡 博 会 展 出 了 农 产 品 加 工 、智 慧 农 业 、美 丽 乡

村建设等七大领域内容，吸引了 800 多家参展商、300 多

家采购商。

此外，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也举办了“庆丰收、感党

恩、跟党走”的主题活动，当地乌兰牧骑、民间艺术家为观众

呈现了热情洋溢的歌舞表演。活动期间，当地还开展了农特

产品展销品鉴会、乡村体验游、科普下乡等系列活动。

高原秋意浓，青稞收获忙。这两天，在西藏日喀则市江

孜县，青稞田里一片金黄，大棚中蔬菜枝叶舒展。日喀则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日喀则粮食总产预计达

到 44.6 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长期稳定在 40 万吨以上。

（综合本报记者郁静娴、顾仲阳、方圆、刘梦丹、叶传增、

张志锋、张腾扬、胡婧怡、翟钦奇、申琳、袁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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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近日，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

江川农场，自走式割晒机在作业。

刘帅冶摄（人民视觉）

图②：9 月 23 日，2021 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四川）群众联欢活动在德阳广

汉市举办。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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