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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有“大脑”

走进中联重科峨桥智慧农场，
大 片 大 片 的 稻 田 里 ， 满 眼 皆 是 绿
色。眼下，中稻南粳 46 正处于分蘖
中期，晚稻美香占2号则处于移栽插
秧阶段。前段时间，田间茎叶除草
飞防等农事作业已完成，在分蘖结
束前，还需做好田间见干见湿管水
工作和病虫害预防。

“在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指导
下，我们将水稻生产过程划分为播
种、插秧、分蘖、孕穗、成熟等 13
个环节，进一步地，细化出品种选
择 、 用 种 量 、 播 种 密 度 、 平 整 土
地、氮肥用量、稻曲病防治关键时
间、最佳收获时间等 49 个决策点，
实现了全过程各环节的信息感知、
定量决策、精准投入、智能作业。”
中联智慧农业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
理杨贵杰告诉记者，智慧“芜湖大
米”的关键，就在于对水稻种植全
过程的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

简 单 来 说 ， 稻 米 从 种 子 到 收
获，全程都有数据在发挥作用，做
到了科学化、精准化种田。

例如，在耕作方面，运用卫星
数据指挥旋耕机等智能农机，对土
地进行规模化平整，可以精准控制
农机耕作区域、面积、深度等，保
证土地高低落差不超过3厘米。这样
平整后的田地，能提高农药防治效
果，减少农药用量，降低生产成本。

在种植方面，有序抛秧机等智
能 农 机 ， 可 以 实 现 机 械 化 有 序 耕
种，确保秧苗密度统一。亩均秧苗
稳定在1.6—2.2万穴，秧苗成活率约
100%。

到了收割环节，运用 AI 收割机
动态收集粮食产量、作业位置、含
水率、含杂率等数据，通过传感器
上传至中联智慧农业云平台，后台
实时分析数据，在此基础上调整农
机行驶速度、作业高度、风机功率
等，能有效降低稻谷折损率。

杨贵杰说，中联智慧农业研发
了环境、作物类、风险管理三大算
法体系和病虫害、土壤肥力、农业
气象等水稻全生命周期生长模型，
开 发 了 农 艺 、 农 机 、 农 信 融 合 的

“农业大脑”，创建了工厂育秧物联
网、全生育期管理物联网、农事作
业车联网、水稻烘干智能监控网、
品牌销售电商网“五网合一”的智
慧农业经营服务模式，用数字化全
面赋能水稻种植。

据了解，从 2016 年开始，中联
重科在峨桥镇开启智慧大田种植的
先河，通过技术创新和实践探索，
不断积累经验。2019 年，中联峨桥
基地完成 2043 亩水稻的数字化改
造，2020 年实现水稻的数字化、标
准化种植，此后逐步推广，扩大种
植面积。可以说，智慧农业技术一
步步从实验室走进了田间地头。

田间科技多

在田间，可以看到水位仪、土
壤 墒 情 仪 、 鹰 眼 等 许 多 物 联 网 设

备。其中，一个长宽约 1 米、高约
2.3米的设备，格外引人注意。

“这是智能化虫情测报灯，它实
时测算病虫害的数量、种类，数据
实时上传，后台分析灾害发生程度
和危害程度，然后通过手机 APP 指
导病虫害防控。”杨贵杰说，在它的
助力下，农药用量能下降38%。

作物要丰产，就要加强田间管
理。在这方面，中联智慧农业构建
了“天空地人机”五位一体的方式
采集相关数据，即卫星遥感、无人
机、地面传感器、地面服务团队、

智能农机五个维度。
杨贵杰介绍，借助小型田间气

象观测站、多光谱无人机、360度高
清探头等设备，中联作物智能决策
系统能够实时监测田间小气候，全
天候展示农作物长势情况，为田间
管理提供依据。

在施肥环节，基于目标产量下
作 物 的 需 肥 量 ， 根 据 土 壤 检 测 指
标、品种特性、长势等因素，利用
模型算法推算出肥料用量，进行精
准施肥。通过肥料传感器，推算秧
苗需肥量和土壤肥料利用率，实现

每 亩 氮 肥 和 磷 肥 用 量 分 别 下 降
32.5%、16.8%。

在灌溉环节，依托水位和土壤
传 感 器 ， 就 能 判 断 田 间 需 缺 水 情
况，通过智能化灌溉系统，农户在
手机APP上就能实现远程灌排。

说起应用中联智农云 APP 后的
便捷，芜湖万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桂万发感触很深。

桂万发说，水稻施肥有几个关
键节点，到时间了智农云 APP 会自
动提醒，包括每亩的用量都能测算
出来。它还能利用历史气象、历史

病 虫 害 发 生 数 据 ， 结 合 气 候 、 品
种、算法及虫情测报灯的监测，预
测出病虫害发生风险，告知防治时
间、防治区域、防治办法，让农户
知道什么时候打药、打什么药、怎
么打药。

种植过程中，基于气候和土壤
数据以及目标产量，系统会推荐种
植品种、播期和投入品用量，在产
前形成种植方案，在产中还能根据
农事执行情况、气候变化等因素动
态优化方案。

“过去很多决策只能依靠人工，

大家都是凭肉眼去看，凭经验决定。”
桂万发表示，使用 2 年多来，中联智
农云 APP 大大提升了像他这样的种
粮大户的生产效益。“这几年，我的
种植面积从 900 亩地扩大到 1 万多
亩。如果没有这个 APP 帮助我们管
理，是不可能有这个能力的。”

智慧的种植过程、科学的田间
管理造就了智慧“芜湖大米”“三
高一低”——品质高、产量高、收
益高、成本低的特点。2020 年底，
芜湖市农业农村局邀请国内权威专
家组对峨桥镇的智慧“芜湖大米”
核 心 示 范 基 地 进 行 测 产 ， 报 告 显
示 ： 智 慧 “ 芜 湖 大 米 ” 亩 均 增 产
128 斤、单产提高 14.3%，亩均节约
成本约 108 元，农业数字经济效益
显著。

信息可追溯

除了农户端使用的智农云 APP，
中联智慧农业的产品还包括农场管
理平台、农产品溯源系统、稻米产
业互联网平台。

如今，消费者扫描智慧“芜湖
大米”包装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知
道大米的生产信息。

稻米质量安全可追溯，离不开
一个农产品溯源系统。系统应用区
块 链 技 术 建 立 技 术 互 信 、 数 据 互
信、合作伙伴互信，确保智慧“芜
湖 大 米 ” 从 田 头 到 餐 桌 全 程 可 追
溯，让顾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农场管理平台，可以为大规模
农场提供农事进展、秧苗长势、收
获期预测、产量预估等“农场一张
图”管理和农场收支经营分析，实
现灌溉设备、无人机、智能农机的
远程调度。

稻米产业互联网平台，则以“1
个监管中心+1个数据中台+N个管理
场景的配套子系统”为架构，助力
芜湖市政府实现产业基础盘点、产
业服务提升、产业监管决策。

智慧“芜湖大米”的诸多优势
激发了农户种植积极性。

2023 年，芜湖市繁昌宏庆米业
自种1100多亩“芜湖大米”，又与农
户签订了近万亩订单。负责人曹晶
晶说，这些“芜湖大米”全部销往
长三角、珠三角一带，批发价每斤6
元，而普通大米批发价只有 2 元多。

“效益增加了，种植、加工环节都受
益。预计今年我们的订单量将同比
增长10%左右。”

今年3月，芜湖市农业农村局召
开智慧“芜湖大米”示范推广工作
会。2024 年，芜湖将深入实施“831
行动提升工程”，即打造智慧“芜湖
大米”示范镇8个、示范村30个和示
范片100个，以示范镇为中心，辐射
带动，确保完成 45 万亩种植面积；
同时，通过标准示范区建设，引领
智慧“芜湖大米”提质增效。

目前，中联智慧农业的技术和
产品已覆盖安徽、湖南、四川、广
西、江西等省份，累计服务面积突
破100万亩。杨贵杰说，希望先进的
产品和技术能更广泛地应用到普通
农户的生产中，切实有效地节本增
效，让农民增收。

智慧“芜湖大米”这样种成
本报记者 叶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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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网信办、农业农
村部等部门日前发布的《数
字乡村建设指南2.0》中，安
徽省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
区峨桥镇的智慧“芜湖大
米”，成为智慧农业和种植
业数字化的经典案例。

芜湖素有“鱼米之乡”
的美誉，是近代“四大米市”
之一。智慧“芜湖大米”怎样
种成？其生产销售过程中有
哪些数字化应用？对此，本
报进行了采访。

“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
重塑政务服务流程，试点智
慧政务办公，贯通政策分
析、部门协同、科学决策等
流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王磊介绍。

今 年 6 月 底 ， 北 京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正 式 上 线

“ 亦 智 政 务 大 模 型 服 务 平
台”，支撑区内各部门应用
大模型技术实现数字化转
型，成为全市首个政务领
域的大模型服务平台，用
技术支撑超大城市的“智”
理体系。

大模型推动政务服务数
字化转型，成为人工智能快
速发展的典型代表。近年
来，北京市推动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
源地，让政务、工业、公共
服务等领域应用加速落地，
有力支撑了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加快迈向人工智能
之城。

政 策 是 产 业 发 展 的 先
导，2023年以来《北京市促
进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
若干措施》《北京市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
能 创 新 策 源 地 实 施 方 案

（2023-2025年）》等支持举

措打出“组合拳”，瞄准前沿
方向布局，培育创新沃土，一
系列应用成果不断涌现。

6 月底，大兴国际机场
首次开放自动驾驶接驳商业
化试点。在航站楼前，一辆

“满配”无人化装备的自动
驾驶出租车缓缓驶来，刚下
飞机的张先生拉开车门、系
好安全带，点击“开始行
程”……汽车自主启动，顺
畅驶入机场高速。

自动驾驶迭代换新，是
人工智能服务社会生活的缩
影。今年以来，北京市陆续
开放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南
站等重点场站接驳测试和服
务，160 平方公里的北京市
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已连
片运行。“我们正加快推进
440 平方公里扩区，推动机
场、火车站等重点场景有序
开放，为车路云一体化规模
落地发展提供北京样本。”
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说。

人 工 智 能 赋 能 生 态 建
设，已经成为北京优化环境
的新探索。在大兴区麋鹿苑
里的鸟，正通过网络被 AI 鸟
类识别系统实时监测，以识
别出准确物种。这个系统是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与中
国科学院团队合作建立，通
过动态监测，能为提升地区
生物多样性水平提供更多方
案，让鸟儿常来、鱼儿常在。

让 居 民 生 活 更 安 全 舒
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还当
起了公众“安全守卫者”。
今年 1 月，北京批准上路测
试无人巡逻车，目前数十台
车正在多个园区、地铁站
点、商业广场等人口密集和
重点场所 24 小时不间断执
勤，“走街串巷”式发布各
类警示信息和温馨提示。

从 无 人 驾 驶 到 政 务 服
务，从生态建设到安全“执
勤”，众多人工智能应用深
入千行百业的背后，是“即
取即用”的算力接入。

看算力，北京全面布局
“新基建”，超前规划算力建
设，部署的智能算力已经超
过 10000P，相当于 500 万台
台式电脑。今年以来，先后
在海淀区、经开区、门头沟
区等地加快部署建设公共算
力平台，新增算力大幅增
长。看数据，北京推动公共
数据开放利用，开放中文互
联网语料库，打造大模型的

“共建共享”模式，启动北

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结
合制度创新优势、智算资源
和产业生态，进一步落地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在朝阳区的北京数字经

济算力中心，一系列软硬件
正加快安装。“这里集齐了
AI 联合实验室、模型社区、
人工智能企业创新孵化空间
等产业配套，预计今年底投
用后，可以实现 2000P 智能
算力供给，为人工智能企业
提供有力支撑。”负责建设
运营的北电数智战略与市场
负责人杨震说。

政策全方位支持、应用
多元化覆盖、基础资源大体
量供给……多轮驱动下的北
京，正向着人工智能之城加
快迈进。

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
北京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2.9%，包
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软件信息
产业高速发展。截至目前，全
市汇集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
2200家，占全国近四成。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林剑华表示，下一步北京
市将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
发展，落实优化投融资环境，
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快培
育产业创新生态，全力打造
国家人工智能的创新高地。

（据新华社电 记者郭
宇靖、吉宁）

图①：中联重科峨桥智慧农场全景。
图②：无人拖拉机进行旋耕作业。
图③：智慧稻米产品。
图④：中联智慧农业农场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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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港口烟台港紧抓新能源汽车贸易需求增长的机遇，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创新业务模式，其智能化装备、技术和多元化服务模式为商品车滚
装码头的自动化转型升级提供了“烟台港方案”。

图为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商品车滚装码头，作业繁忙有序。
张 超摄 （人民图片）

码头“智高”则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