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镰喽！

5 月 30 日，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莲花镇韩寨村，收割

机来回穿梭、麦香阵阵。

“手机点一点，农机就上门，好嘞很！”韩寨村的种粮大

户韩大奎种了 120亩小麦，只用一天就完成了收割。

以前，夏收时节农机紧俏，韩大奎得四处打听、电话

预约。今年，依托全国农机作业指挥调度平台，农户只

需在微信小程序下单，就能预约农机手。

这背后的秘诀是什么？记者近日走进田间地头、研

发单位进行了采访。

平台在黄淮海地区麦收期间投入运行

全国农机作业指挥调度平台是什么？

走进指挥平台，国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

煜轩打开系统，闪烁的数据随即显示在屏幕上：平台已

链接超 91 万台农机，其中拖拉机 40 多万台，联合收割机

40 多万台。

“去年夏收各地共投入联合收割机 60 多万台，上云

的联合收割机占比已达 73.1%。”王煜轩说。

王煜轩轻点鼠标，地图上星星点点，每台农机在什么

位置、处于什么状态、作业面积等信息都一清二楚。

“为什么河南设备最密集？”记者问。

“5 月 22 日起，夏收从南到北行进至河南。”王煜轩轻

击右键介绍，“5 月 22 日平台上只有 2.5 万台设备在河南

作业，到 5 月 28 日升至 4.8 万台。”

将镜头聚焦舞阳县，一个个绿色的小圆圈在屏幕上

不停转动。“每一个小圆圈对应一台农机，圆圈每闪烁一

次，表示农机上传一次数据。”王煜轩介绍，根据系统设

置，农机每 5 秒钟就会上传一次数据，巅峰期，平台每天

收集 5 亿条数据。

随意点击一台设备，设备编码、农机品牌、购机人、

联系方式、工况信息、运行记录等都有记录。

“瞧，这是一台山东的农机，5 月 27 日跨区来到舞阳

县作业，当日作业时长超 10 小时。”王煜轩点开了历史记

录，小农机在屏幕上“哒哒跑”，一天的作业轨迹在几秒

钟内复现。

国机数科数字农业事业部负责人孙战胜介绍，全国

农机作业指挥调度平台于 4 月 29 日正式上线，在黄淮海

地区麦收期间正式投入运行。

依托 5G、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大模型应用等先进信

息技术，平台可实时记录全国范围内主要农机设备的位

置、流向和工况，实现全国范围内“农机位置可查、农机

状态可知、农机调度指令可达”。

柴油送到田间地头真方便

平台上线，给农户带来了什么好处？

“用处大得很。”5 月 24 日，韩大奎就用上了平台的新

功能。当天，他在平台配套小程序上发出需求：120 亩小

麦、每亩 60元，期望在 5月 30日到 6月 2日期间收割。

“叮咚。”手机提示音一响，正在驻马店市遂平县作业

的农机手姜东豪立马接单，电话联系韩大奎，敲定了合作。

“小程序是县农机中心推荐注册的，没想到真的有

回应。”5 月 30 日，看到农机手准时来到现场，韩大奎悬了几天的心放了下来。

韩大奎从 2019年开始流转土地，前些年每到夏收季就犯愁，要么托人问，要么半路拦，

生怕联系不上农机手，误了农时，“有一年只晚了两天，轮种的玉米便比别家的矮了半截。”

说话间，姜东豪驾驶收割机又转了一圈。今年 22 岁的他，从事收割已有 4 个年头。

河南麦收开始后，他先到南阳作业，看到韩大奎发布的用机需求时，已自南向北收割至

驻马店一带。

作业间隙，姜东豪再次打开小程序。这次，他发布的是用油需求：60 升柴油，12 时

至 14 时送到。小程序里，农机位置自动识别，实时可见。

不一会儿，位于漯河市郾城区龙城镇路段的中石油漯河第三加油站响应接单。20
多分钟后，配送员曲书岭等人开着油罐车把油送到田间地头。

“今日油价每升 6.7 元，实际加油量 61.23 升，合计 410.24 元，小程序直接缴费就行。”

曲书岭介绍，他的油车最多可装 6000 升油。

加油就像点外卖，姜东豪很满意：“以前只能开着农机找加油站，往返浪费不少时

间，特别耽误干活。”

当前，漯河市县两级农机部门均已接入全国农机作业指挥调度平台，并组织培训

10 次，培训机手和工作人员 365 人次。随着平台的上线和推广，送油到田的模式也在南

阳等地逐步推开。

“平急两用”，紧急情况时可统一调度农机

平台建设秉承“平急结合、平急两用”的原则，不仅助力夏收更高效，也让管理更轻松。

平时，平台为农户、农机手服务，遇到极端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时，还可为农业

农村部门提供辅助决策服务。

“一方面，平台接入了各地的气象数据，可提供大风、高温、暴雨等天气预警信息。”

孙战胜介绍，“另一方面，平台还能提供应急调度指挥服务。”

说话间，他打开了一项测试工单。工单模拟，2 日后，A 县将迎来持续“烂场雨”天

气，需及时抢收小麦，但当地只有收割机 10 台，无法满足需求。

此时，A 县农机局可在平台发起援助请求。A 县所在市农机局收到请求后，可通过

平台了解本地农机分布情况，给予相应的援助。

“若市一级无法完成支援，可在平台上向省一级请求支援，若省级层面依旧无法解

决，平台还可直接联系农业农村部，由部委进行全国农机资源的统一调配。”孙战胜说。

据介绍，目前 8 个冬小麦主产区的农机应急作业队、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

域农业应急救灾服务中心等应急力量已全部纳入平台。所有人员均可在平台一键呼

叫、发起视频会议，确保调度高效及时。

以漯河市为例，目前已有 19 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9 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服

务中心和 13 支农机应急作业队的 250 名机手和 305 台农机具接入平台。

下一步，随着平台的逐步推广，将有更多农机上“云”，为农业生产提供高质量的信

息服务。

平台背后是安全可靠的“农机云”

功能丰富、高效实用的平台是如何建成的？

原来，全国农机作业指挥调度平台背后依靠的是“农机云”。作为中央企业首批 40
项行业公有云之一，“农机云”是一朵具备信息技术创新能力的公有云。

“农机云”硬件依托中国电信提供的天翼云服务，软件则由国机数科自主研发。“‘农

机云’的每一行关键代码均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自己敲下的，同时适配国产化设备，具备

‘千万台接入，百万台并发’的能力。”孙战胜说。

当然，“农机云”的建设并非短时间内从无到有。此前，围绕农机信息化管理，不少

地方已做出尝试。

例如，2022 年 5 月，河南“农机云”平台率先完成开发并上线运行。漯河市农机中心

主任史有来介绍，作为河南省首批农机信息化试点市，漯河市此前已在河南“农机云”平

台上线各类机具 2549 台、入驻机手 1953 人。舞阳县还联合洛阳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

心，建成了河南首家县级“农机云”指挥调度平台。

“‘农机云’通过程序设计，预留了不同的关口，可实现新老平台的数据对接。”孙战

胜说，作为国家级平台，“农机云”整合了各省份的农机数据信息，也吸纳了许多地方在

农机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些有益尝试。

当然，这只是全国农机作业指挥调度平台的初次使用，无论是推广覆盖面，还是提

升用户体验、优化升级功能，仍有许多工作需要

进行。随着平台不断完善，将更好助力我国农

业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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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收获进度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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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段冲村，农机手将丰收的小麦装车。 陈三虎摄（影像中国）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瑶沟乡，农机服务队在抢收小麦。

张连华摄（影像中国）

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阎里乡，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

员在检修农机。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东滩郭家村，农机监理人员

在进行农机检验、审验。 李信君摄（影像中国）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会亭镇郭吕庄村，收割机在田

间收获小麦。 王高超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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