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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甘肃省张掖市，
再过几天，110万亩玉米种子将迎来收获。由于
使用了卫星导航精量播种、智能水肥一体化等先
进技术，今年当地玉米种子有望增产。甘肃省张
掖市种子管理局质量管理科副科长杨勇说：“通
过现代化制种技术的应用，不断提高供种保障能
力，预计今年玉米制种平均亩产量增加5%左右。”

一组数据勾勒出十年来中国农业科技的快

速发展：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十年间提高7
个百分点，超过61%；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超过72%；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6%以上……
中国农业科技加快发展，新品种、新技术、新
装备、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和农业科技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障了粮食产量稳定增长，推动了农产品供给
充足优质。

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不断涌现——

科技让农业生产改变了模样
本报记者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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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8月26日，在山
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怡丰农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高标准
绿色智能育苗温室大棚里，
工作人员正在对西红柿种苗
进行装箱销售。

刘云杰摄 （人民视觉）

图②：9月2日，在黑龙
江省富锦市万亩水稻科技示范
园现代农业信息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在进行信息化作业。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8月3日，在重
庆市数谷农场的植物灯
光工场内，温度计显示
室内温度在26.5℃。

刘 辉摄
（人民视觉）

▶8月20日，江西省
抚州市广昌县现代农业示
范园核心区田园综合体美
景如画。

曾恒贵摄
（人民视觉）

图为大疆植保无人机在田间执行护田作业。 资料图片

农业无人机
让“新农人”放飞梦想

“5 秒 后 启 动 作 业 ……3、 2、
1。”倒计时一结束，一架农业无人
机徐徐起飞。在江西省上饶市广丰
区大南镇的一片马家柚园地里，教
员刘沛手把手带领一名果农学员在
手机 APP 上圈出飞行地块，设置好
飞行速度、飞行高度和亩用药量，
开始操作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随
着螺旋桨的强大气流，微小水雾被
均匀喷洒到果树上。

这是刘沛第三次受邀到广丰区进
行无人机培训，20 余名马家柚种植
户前来学习无人机理论知识和操作实
践。刘沛介绍，学员一般培训3天至
4 天即可“出师”，后续遇到问题可
随时咨询。

据了解，马家柚产业是广丰区农
业主导产业，全区种植面积达 19 万
余亩。近期正处于马家柚膨大期，漫
山的马家柚套着橘黄色的果袋。手指
轻掂果实，感觉沉甸甸的。

“以前农民采用传统方式植保，
一人一天仅能作业 3亩至 5亩，难以
赶上农时。”广丰区果业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徐卫丰介绍，通过参观学习，
广丰区发现无人机应用符合现代化农
业需求，于5月购入两架极飞农业无
人机。如今，一人一机一天可作业
200亩至300亩。

除了省时省力，两台无人机在
今 年 的 抗 旱 中 也 发 挥 了 不 小 的 作
用。广丰区新荣种养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朱新荣算了一笔账：“给 460 亩
园地打药施肥，若是人工作业要用
18000斤水，如今，无人机作业只需
四五千斤水。”广州极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人员彭钲钧说，农业无
人机利用离心雾化喷洒和精准流量
控制技术，喷洒更精准均匀，从而
节约大量的水。

农业无人机改变了传统农业生
产方式，作业质量好、成本低、适

应能力强。在中国的农用无人机应
用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研发能
力的DJI大疆创新公司拥有自己的独
特优势。

2012 年，DJI大疆创新将无人机
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并于 2015 年
创立DJI大疆农业。

2021 年 11 月 15 日，DJI 大疆农
业发布了两款全新农业无人机T40和
T20P。这两款无人机采用了全新的
机身平台，针对肥料播撒、果树喷洒
等应用场景进行了多项优化，提升了
农业无人机的工作效率、智能化水平
和安全性能。

以 T40 为例，它采用共轴双旋
翼设计，标配 54 寸螺旋桨，可搭载
40 公斤喷洒箱或 50 公斤播撒箱。喷
洒 系 统 搭 载 了 全 新 磁 力 传 动 叶 轮
泵 ， 可 提 供 12 升/分 钟 的 喷 洒 流
量；双重雾化离心喷头，采用双甩
盘设计，保证雾滴均匀性，让果树
叶片背面药液附着率提升 2 倍；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离心阀设计，可
杜绝喷头启停时的药液漏滴。T40
有效喷幅可达 11 米，实测大田喷洒
效率可达每小时 320 亩次，实际大
田播撒效率可达1.5吨/小时。

近年来，大疆派出工程师，联合
药企与全国各地的果农，共同研发果
树专属喷洒方案。2021 年，在海南
三亚的芒果园里，大疆工程师们与当
地果农配合，帮助当地超过 8000 亩
芒果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大大提高了
作业效率。此外，通过喷洒方式的优
化，还实现30%的农药减量使用，帮

助农户减少了超过 720 万元的投入。
在广西，大疆帮助当地的沃柑园实现
了机械化作业，并实现20%的农药减
量使用。

大疆农业全球市场销售总监陈韬
对本报说：“从农田建图、植保作业
到数据收集、平台管理，DJI大疆农
业拥有超过900家维修门店，覆盖30
个省份。DJI 大疆农业设有呼叫中
心，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服
务。此外，大疆还建立了完善的飞手
培训制度，近年已培训全国超过 16
万名植保飞手，推动更多青年创业者
投身到科技农业事业中，让‘新农人’
放飞梦想。在未来，大疆将继续致力
于推广无人机技术，为农业现代化建
设尽一份力。”

智慧农业
让生产不再“靠天吃饭”

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的
同时，中国农业生产信息化、智能化
水平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智慧应用
走进田间地头。

无土栽培、自动水肥管理、精准
环境调控、实时数据监测……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栋 10 万平方米、
8 米多高的玻璃温室里，一排排 3 米
多高的番茄植株上挂满了密密匝匝
的果实，行走其中仿佛置身“番茄
森林”。这里是北京首个智慧农业设
施试点，这个京津冀地区单体规模

最大的国产智能连栋温室，首批产
量预计达到 700 吨，超过普通设施
农业。该试点项目，仅仅是北京发
展智慧农业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一个缩影。 按照 《北京市高效
设 施 农 业 用 地 试 点 工 作 方 案》 的

“一环线三片区”空间布局，北京将
构 建 高 效 设 施 农 业 规 模 化 、 园 区
化、集群化的发展格局，到 2025 年
将达到5000亩。

天上飞着无人机，地上跑着无
人车，开沟、除草、打药、采收全
程机械化……在北京市平谷区峪口
镇 打 造 的 智 慧 果 园 ， 引 入 人 工 智
能、大数据、机器人、遥感等新兴
技术，帮助农户种桃。在数据的精
确指导下，精耕细作、准确施肥、
合理灌溉取代了粗放经营，足不出
户就能通过机械完成浇水、施肥等
作业。通过“电子眼”“机械手”

“智慧脑”呵护大桃成长，大力发展
“互联网＋大桃”，使得京城市民和
天南海北的人都能及时品尝到平谷
鲜桃。“智慧”赋能，不仅有效提升
大桃的品牌价值、促进农民增收，
还持续改良生态环境、为市民提供
了文化休闲的好去处。

包括智慧畜牧、智慧水产等在
内，如今，北京通过建成一批智慧农
业园区，以点带面，推动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
领域应用，引领带动智慧农业发展，
突破了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限
制，对丰富北京市淡季农产品供应、
确保“首都菜篮子”高效、安全供给

起到了重要作用；快速发展农产品电
子商务，培育了一批本土化品牌，使
越 来 越 多 的 营 养 又 健 康 的 农 产 品

“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黑龙江省，智慧农业的推广应

用也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原来至少需要10个人、六七台

车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就能
搞定，真是太方便了。”北大荒集团
建三江分公司青龙山灌区管理站洪河
分站站长何景伟说。

北大荒集团洪河农场有限公司
的江水灌溉面积近 18 万亩。为解决
灌区闸门距离远、数量多、难监测
的问题，今年青龙山灌区管理站洪
河分站首次应用灌区标准化管理平
台，在 14 个泵站闸门安装实时数据
监测及信息采集设备，工作人员可
以随时通过电脑或手机软件远程监
测并调节泵站水池水位、进站压力
等，还可以进行图像监视，泵站无
人也能正常运行。

“智能化管理平台水位调节精
度能达到厘米，以往用肉眼粗测，
误差比现在大多了。”青龙山灌区
管 理 站 洪 河 分 站 工 作 人 员 杜 春 源
说，运用这个平台，只要输入一个
数据，就可以由自动控制设备启闭
闸 门 ； 监 测 数 据 还 可 以 形 成 云 台
账，帮助工作人员掌握灌区工程运
行规律，在气候异常年份更好地制
定应急预案。

在山东，智能传感器 24 小时监
测大棚温湿度，种植大数据指导农
户及时调整种植环境并精准滴灌……
中 国 联 通 打 造 的 物 联 网 创 新 应 用

“ 大 棚 保 ”， 助 力 3 万 多 农 户 的 农
业 生 产 。 在 重 庆 荣 昌 区 ， 生 猪 大
数 据 平 台 实 现 生 猪 全 链 条 溯 源 管
理 ， 累 计 接 入 生 猪 结 构 化 数 据 超
300 万条。

“把推动产业兴旺作为助力乡村
振兴的关键。”中国联通董事长刘烈
宏说，通过提供智慧种植、智慧养
殖、农村电商、智慧乡村游、农业大
数据、农产品溯源等一系列服务，中
国联通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了 1000 多
个产业项目。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
人表示，智慧农业是“十四五”时期
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主攻方向，重
点是聚焦行业发展需求，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下一步要从智慧种业、智慧
农田、智慧种植、智慧畜牧、智慧渔
业、智能农机和智慧农垦七个方面进
行全面突破。建立健全农业农村数据
资源体系，深入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
发展应用。

数字乡村建设
让农民生产生活更方便

用物联网监控作物生长、智慧物
流将花卉送进居民家中、用手机通过
服务平台咨询农业问题……日益普及
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数字化技术，改变和重塑着乡村
生产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数字化
给乡村面貌带来新变化，助力农民过
上更好的日子。

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王泗镇涌
泉村，插满晚稻的田地里绿意盎然。
村民钟艳萍正使用手机 APP 查看地
里的作物长势。哪块地有病虫害了，
收到系统发布的预警信息后，只要跟
着导航找过去就能实施“救治”。

一个手机 APP 凭啥这么科学精
准？钟艳萍说：“农田里装上了物
联网探头，土壤情况、空气湿度、
温度等信息传到大邑县数字农业服
务平台，技术人员再根据数据指导
我们。”此外，种子播撒、作物施
肥也能通过服务平台预定无人机代
为操作。借助手机，农民完成农活
更省力。

夏橙熟了，卖个好价是橙农关心
的事。市场收购价如何？电商销售价
和市场批发价怎样？在湖北省宜昌市
秭归县，“三峡柑橘产业大脑”利用
大数据为脐橙产销各环节的价格走势
提供“市场晴雨表”，怎么卖更划算
一目了然。

数字农业服务平台、“产业大
脑”……这些管理手段正是大邑、
秭归作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的
创新成果。2020 年，包括大邑、秭
归在内的 100 多个区县被列为国家
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两年来这些试
点“开花结果”，数字化的农业模式
逐渐成型：耕、种、管、收等环节
与物联网、无人机遥感等新技术相
结合，田间管理更加数字化、智能
化、可视化。

靠一部手机、一个系统辅助农
业生产，同时还意味着农民使用现
代信息技术的步伐不断加快。6 月，
人社部公布了 18 个新职业信息，其
中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的身
影。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
中心主任石东坡指出，该职业既是
农业技术员的“升级版”，又是数字
化服务的“专办员”，是数字化、网
络 化 、 产 业 化 融 入 乡 村 经 济 的 必
然，也是农业农村积极拥抱数字化
的体现。

专家认为，数字乡村不是简单地
将技术运用于生产生活，更是以数字
技术为手段，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
转变，进而促成农业农村转型升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
研究所副研究员霍鹏认为，数字技术
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能够催生出兼
具高生产率、强预测性和适应气候变
化的生产系统；社会服务数字化使高
质量公共服务尽可能覆盖到农村，提
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