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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

教学+产业，打造更多能工巧匠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投入6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虫脸识别”系统、无人驾驶农机齐上阵——

这个“三夏”，田间满满“科技范儿”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咱这收割机有卫星领路，
高效得很”

仲夏时节，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早胜镇北街
村的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
在麦浪中。“以前人工收 1 亩麦子最少 3 个小
时，现在这大铁牛1小时就能收10亩地。”当地
种粮大户朱平芳说，“今年种的160亩小麦，半
天就收完了，省时又省力。”

随着全国小麦收获主战场向西转移，甘
肃省冬小麦于 6 月下旬正式开镰。该省农业
农村厅农机化管理处处长刘文武介绍，今年
甘肃种植小麦 1106 万亩，计划组织 1.4 万台
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三夏”机收作业。“近期
从河南、陕西进入我省的收获机具大幅度增
加，仅到平庆地区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就
有 2000 多台，加上本地现有机具 1000 多台，
平凉、庆阳两市 340 多万亩冬小麦有望 10 多
天收获完毕。”刘文武说。

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是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不少地
方近年在推进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加快将
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为狠抓粮食生产的
重要着力点。农业专家介绍，夏收突出一个

“抢”字，只有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与天气
赛跑，才能实现适收快收、应收尽收，确保
颗粒归仓。特别是今年河南等地遭遇严重

“烂场雨”，依靠农机抢收增效的重要性更
显突出。

“咱这收割机有卫星领路，高效得很。”
在河南省滑县老店镇正大无人农场，农场主
李保根在屏幕上设定好地块长度、收割机割
幅宽度等数据，一台无人驾驶收获机和运粮
车分别奔进田间，“无需专人驾驶，收割、装粮
全靠‘哥俩’默契配合，1200亩地不到两天就
收割结束。”

李保根介绍，配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后，只需在手机端设定好参数，收割机就会
进行自主作业，而且“北斗夜眼”还支持夜
晚连续作业，农民远程即可实时查看作业
轨迹和作业面积，掌握收割进度。“不仅有
北 斗 ，我 们 这 个 无 人 农 场 还 有 5G 等 新 技
术，能实现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作业，
咱‘躺’在家里就能把千亩地种了。”李保
根说。

数据显示，今年麦收，机械化收获占比
超过 99%。其中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
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打造的农机北斗大数据
平台上，有超过12万台装有北斗导航的收割
机上线，整个收获期共抓取其作业信息 50.5
亿条，数据量超过30T。

“俺们这智能粮仓，让小麦
踏实住进‘空调房’”

机收是粮食“落袋为安”的第一步。今年
“三夏”期间，针对晾晒、运输、仓储等产后
环节粮食损失占比高的问题，各地提升产
后服务技术水平，耕好节粮减损这一“无形
粮田”。

环保清选、塔前提升、进入烘室、成品排

粮……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大杨镇，一车
车刚收获的小麦被送进烘干塔。经过 1 个多
小时的持续烘干，小麦水分从 20%降到了
12.5%以下。

看着眼前40多米高的烘干塔，大杨镇农
事服务中心生产负责人王守旭挺自豪：“我们
的烘干塔采用先进的除尘技术，以生物质颗
粒为燃料，同时配备了 4台 55千瓦的大型风
机，确保烘室温度达到 150 摄氏度以上。有
了这专业设备，小麦烘干摆脱天气因素的制
约，降低了霉变可能，损耗率比传统晾晒降
低6%左右。”

据介绍，近年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安排建设了 5500 多个专业化粮食产后服
务中心，实现产粮大县全覆盖，及时为农民
提供粮食烘干和清理等服务。同时，各地推
广使用 1000 万套农户科学储粮装具，正确
使用装具的农户储粮损失由平均 8%降到了
2%以内。

在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粮食烘干仓储指
挥中心，一面液晶显示屏上实时滚动着小麦
从卸车进仓到烘后出料再到粮仓储藏的各类
数据。“借助数字运算操作电子系统，我们实
现了粮食入库、储存、出库全环节智能化作

业。”齐源绿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粮仓负责人
赵京介绍，粮仓内分布着多个传感器，随时对
温度、湿度等进行监测，一旦出现高温预警，
可自动开启通风阀门降温，让仓内粮食温度
始终保持在 25℃以下，“俺们这智能粮仓，让
小麦踏实住进‘空调房’。”

齐河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齐
河是产粮大县，去年以来在 15 个乡镇建设 16
处粮食综合服务中心，配套建设 5000 吨智能
化恒温粮仓 38 座，总仓容达 19 万吨。通过应
用“物联网+智能化”储粮技术，实现粮食库
存低温、低氧、低能耗，在全国产粮大县中率
先实现烘干仓储设施乡镇全覆盖，粮食保管
损耗低于 0.9%，每年可节粮减损 7000 吨，而
且粮食品质、售价得到了提高。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北斗导
航等智慧农业技术广泛应用于中国农业生产，
过去“三夏”期间农民弯腰割麦、挥汗抢晒的
场景，正逐渐被铁牛奔忙、云端管理的方式
取代，农民夏收越来越省心。

“有了科技撑腰，今年丰收
底气足”

“三夏”大忙时节，既连着夏收作物的成熟
收获，也是夏播作物播种和春播作物生长发
育的重要时期。从夏收模式切换到夏种夏
管，一批新角色登上田间大舞台。

“每小时可播种 8到 10亩玉米，出苗率达
95%以上。”在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方城镇华
会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基地的 400 亩大田
里，农机手张夫前正驾驶玉米免耕施肥精播机
进行播种，“与传统旋耕机作业相比，精播机的
动力耙在保护土壤团粒结构、均匀粉碎土块等
方面优势明显，每个穴只播一粒种子，出苗率
高于传统播种机。”

200多公里外的禹城市伦镇，种粮大户刘
兴平正指挥 2 台带状复合种植单粒补水式播
种机在田间作业。“取代传统播种时需提前灌
溉的方式，节省了大量劳动成本。”刘兴平说，
补水式播种机可以实现单粒补水 20—40 克，
1200升的储水罐能播种10亩地。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山东加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支持
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集成应
用，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着力提
高夏种科技含量、播种质量，气吸式精量播
种机、带状复合种植单粒补水式播种机、北
斗导航智能一体化玉米播种机等高性能新农
机投入使用，夏种更精准、更高效。

“我们联合行业专家、农机企业及农机合
作社等进行了初步测算，在玉米、大豆生产
中，通过降低种子破损率，稳定播种均匀度
和深度，提升播种质量，有关农艺专家预计
能够实现亩均增产 10%左右。”农业农村部农
机化总站粮作机械处副处长王超说。

有大农机，也有新技术。在四川省成都
市郫都区，水稻长势正旺，农户赵东明少了
往年的繁忙，多了些悠闲。“以前田管期间，
喷洒农药主要靠人工，得花七八天时间，现
在有了植保无人机，两天就能搞定。”赵东
明说，与植保无人机搭配的还有一项新技
术——虫脸识别。

赵东明所说的“虫脸识别”，即智能识别虫
情测报系统。在夜间，这个设备可通过灯光
把虫子吸引过来，再由设备内置高清摄像头
拍照，上传到云平台，几秒就能识别虫子种
类、数量。系统可以根据识别的结果，进行
分析与预测，达到警戒值就会及时提醒农户
和农业管理部门。

“以前都是靠经验打药，看到虫就打。现
在依靠虫脸识别系统，知道了害虫具体情况，
买啥药、啥时候打、打多少都很清楚，农药使
用量下降了，粮食品质也在提升。”赵东明说，

“有了科技撑腰，这茬稻长得不赖，今年丰收
底气足。”

小麦抢收，6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奔走在田间；玉米
播种，无人驾驶农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高效作业；水稻
防虫，“虫脸识别”系统精准监测、预警……从“会种田”
到“慧种田”，今年“三夏”，田间地头满满“科技范儿”。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主粮作物收获已基本实现机械
化，小麦、水稻、玉米机收率分别超过97%、94%、78%，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4.5%提高到目前的62%
以上，更多农民尝到轻松种田、科学种田的甜头。

产教融合是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要方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印发的《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达到50个左右，试点城市的突破和引领带
动作用充分发挥，在全国建设培育 1 万家
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

据了解，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全
国已认定21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各
地培育了5200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初步
形成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
点的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并形成许多可复
制、可推广的基本经验和融合模式。《实施
方案》提出，梳理总结首批国家产教融合
试点城市经验做法，启动遴选第二批30个
左右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推动产教融
合试点城市出台扎实有效的改革举措，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一方面，在重点行业深度推进产教
融 合 。在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集 成 电 路、
人 工 智 能、工 业 互 联 网、储 能、智 能 制

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以及养老、托育、家政等生活服务业
等行业，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培养服务
支撑产业重大需求的技能技术人才。

另一方面，培育建设产教融合型企
业。《实施方案》提出，启动遴选第二批

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从央企、地方国
企、实力突出的民企、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中，遴选打造相关行业领
域产教融合改革的领军企业。引导各地
加快培训地方产教融合型企业，按时完

成全国 1 万家以上的总体任务。
“职业院校是承担产教融合赋能提

升行动的主体，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
院教授李立国说。《实施方案》提出，将在

“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储备项目库
中新增 200 所左右高职和应用型本科院
校。此外，高质量完成“建设 100 个高水
平、专业化、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的重大任务。“这能进一步支持职业院校
优化完善专业设置，打通教育链、产业
链、供应链、人才链、价值链，持续优化人
力资源供给结构，形成与市场紧密对接产
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李立国说。

推动产教融合落地还需保障相关机
制配套。《实施方案》明确，进一步健全“金
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支持
地方出台符合本地实际的落地政策。同
时，加大金融政策扶持力度。据了解，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加大向金融机构推荐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中长期贷款项目的力度。鼓
励银行机构支持相关产教融合项目和产
教融合型企业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产教
融合型企业上市融资。

“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和应
用。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重点在
于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实施方案》将行之有效的措
施及时提炼上升为制度设计和政策供
给，持续将产教融合向纵深推进，促进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
接，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
国提供有力支撑。”李立国说。

本报海口电 （记者孙海天） 中国首艘
深远海多功能科学考察及文物考古船日前
在广州开工建造。该船由海南省人民政
府、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联合国家文物局、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出资建
造，可进行深海科学考察及文物考古，尤
其是夏季可进行极区海域的考察。建成
后，将填补中国在极地深海载人深潜领域
的空白。

据介绍，该船舶具备无限制水域航
行、载人深潜、深海探测、综合作业支持
等功能，可为深远海地质、环境和生命科
学相关研究提供所需样品和环境数据，支
持深海核心技术装备的海上试验与应用。

该船舶设计船长约103米、设计吃水排
水量约9200吨，最大航速16节、艏艉双向
破冰、冰区加强达到PC4级、续航力15000
海里、载员 80 人。预计 2025 年完工交船，
投入海上作业。

该船舶在船舶系统研发方面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这艘文物考古船重点突
破极区船舶总体设计技术、智能控制技
术、低温精确补偿技术、极区冰载与重载
结构集成设计等多项关键技术的垄断瓶
颈。”中国船舶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周旭辉说。

据悉，深远海多功能科学考察及文物
考古船将成为中国多体系融合、多学科交
叉、协同行动创新的开放共享型海上平台，
这对加强中国在全球深海深渊包括两极海
域的实质性存在和载人/无人深潜作业、提
升中国深海考古作业能力、实现全球深海
的全域进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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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秦皇
岛市秦皇岛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数
控技术专业教师
在向学生讲授工
业机器人技术。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图①：在江苏省兴化市钓鱼镇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园区，无人驾驶插秧机进行智能化插秧作业。

周社根摄 （人民视觉）

图②：江西省樟树市刘公庙镇黄溪村，“飞手”
正在操作植保无人机给水稻喷施肥料。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图③：在位于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
道的东营市财金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工人利用液
压翻板、传送机等设备将小麦输送入库。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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