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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哪些改变

    ——智慧农业能够大幅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质量；有研究

显示，智慧温室大棚较普通大棚可节

水 14%，使作物产量提高 10% 至 20%

作为农业产业新形态，智慧农业近年受
到越来越多关注。

从国家层面看，“打造智慧农业”这一说
法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
发布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中被明确
提出，“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到“加快
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
务数字化改造”，2023 年、2024 年中央一号
文件连续两年明确提出发展智慧农业。

从各地实践看，河北于 2020 年启动为期
6 年的智慧农业示范建设专项行动，重庆
2021 年明确 5 年内新增 200 个智慧农业试验示
范 基 地 ， 北 京 2022 年 提 出 推 进 人 工 智 能、
5G、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研发。

让农业更智慧，能带来哪些改变？
“通过手机 APP，现在我一个人能管理 5

万只鸡，搁以前没有六七个人是不行的。”在山
东省枣庄市，明丰肉鸡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吴
成雷不久前给自家农场引进了一套智慧养殖
管理系统，“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技术，我们不仅提高了养殖生产效率、降低
了成本，还让产品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道亮分析，作为一
种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智慧农业能够大
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质量。比
如，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可以计算出农业动植物的最优生长状态，实
现对农业生产的精准控制；通过机器视觉、
动植物表型技术、基因大数据分析与基因编
辑、分子育种等技术相结合，可以实现智能
育种，获得农业动植物最优种源，为农业高
效优质增收奠定良种基础。有研究显示，智
慧温室大棚较普通大棚可节水 14%，节约化
肥和营养素 31%，并使作物生长周期进一步
缩短，产量提高 10% 至 20%。

“我国智慧农业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
劲，近年来应用不断普及。”中国科学院科技
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郭剑锋表示，据统计，
2023 年我国智慧农业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713
亿元，同比增长 9.18%；近 5 年我国农业机器
人需求量保持 38.6% 的增长率。截至 2022 年
底，全国无人农场项目数量超百个，涉及 22
个省份，建设面积超过 30 万亩，其中超万亩
的大型无人农场 10余个。

破解难点卡点

    ——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大力推进

智慧农业建设，我国无论是关键技术

装备还是应用的广度、深度，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各地智慧农业建设加快推进，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仍有不足。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表示，

我国人多地少、资源紧缺，推进农业现代化
面临不少矛盾和挑战，农业生产效率仅为非
农产业的 1/4 左右，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资
源环境刚性约束趋紧，亟须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加快改变大水漫灌、粗放经营的生产方
式，以智能化来实现精准化，全面提高土地
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全球比较来看，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大力

推进智慧农业建设，我国无论是关键技术装
备还是应用的广度、深度，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郭剑锋说，目前我国智能化
高端农机仍不到农机总体规模的 10%。一些
关键设备和技术主要依靠进口，许多前沿技
术还只限于局部点状应用，设备、技术可靠
性、适用性有待提升。智能技术应用成本仍
较高，智能水平提升必需的基础设施和条件
薄弱。

如何进一步推进智慧农业建设，促进其

大面积推广应用？
农业农村部介绍，此次出台的 《指导意

见》 和 《行动计划》，就是聚焦破解智慧农
业 应 用 落 地 难 点 卡 点 的 政 策 措 施 。 其 中 ，

《指导意见》 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智慧
农业的总体布局，提出到 2035 年，关键核
心技术全面突破，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农业全方位、全链条实现数字化改造，
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 40% 以上；《行动计
划》 是对 《指导意见》 的进一步具体化和行

动化，突出行动导向和落地实施的可操作
性，部署实施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
重点领域应用拓展、示范带动 3 大行动等重
点任务。

具体看，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
动，重点是通过打造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平
台、共建农业农村用地“一张图”、开发一批
基础模型算法，强化智慧农业公共服务底座
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水平；智慧农业重
点领域应用拓展行动，重点是赋能主要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培育一批智慧农 （牧、渔）
场，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智慧农
业示范带动行动，重点是支持浙江省先行先
试建设智慧农业引领区，支持科研院校持续
推进智慧农业技术模式迭代创新，探索推广
智慧农场技术模式。

5 年实施三大行动

    ——全国各地将利用 3 年时间推动

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初步形成，探索

一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智能化

解决方案和智慧农（牧、渔）场技术模式

三大行动时间跨度达 5 年，怎样逐步推
进落地？

根据 《行动计划》，从今年开始到 2026
年底，全国各地将利用 3 年时间推动智慧
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初步形成,探索一批主要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智能化解决方案和智
慧农 （牧、渔） 场技术模式，农业生产信
息化率达到 30% 以上，较 2022 年提升超 2.4
个百分点。

去年，农业农村部启动粮油等主要农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并将其作为粮食生
产头号工程。当年，300 个大豆、玉米整建
制推进县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73% 以上。聚焦这一“头号工程”，《行动计
划》 提出，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推进水肥一体
化智慧管控设施、信息化监管设备等数字农
田建设，引导配备北斗辅助驾驶等系统设备
终端，提高精准作业水平，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整区域推进田间气象、作物长势、土壤墒
情、病虫害等监测预警网络建设。

在地方，相关措施正加快落地见效。今
年，安徽在亳州市谯城区、宿州市埇桥区、
阜阳市颍州区和太和县 4 个县 （区） 开展

“北斗+智慧农业”支撑玉米单产提升试点，
试点示范区面积 2135 亩。经田间实测，示范
区平均单产 765 公斤/亩，较当地县域理论平
均单产提升 43.36%，综合测算亩均节本增效
300元以上。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总结形成了一
套以北斗导航精量播种、天空地一体化监测
预警、水肥远程精准调控、无人机精准化控、
智慧化田间病虫害防控、北斗导航高效低损
智能收获等为主的‘北斗+智慧农业’支撑
玉米单产提升的技术模式。”安徽省农业信息
中心有关负责人说，接下来将加大集成推广
力度，推动数字化技术与大田生产的深度融
合，助力安徽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和
江淮粮仓建设。

李道亮认为，发展智慧农业的目标任务
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涉及农业产前、产
中、产后各个环节，既包括农业设施、装
备、机械等“物”的方面的智慧化，也包括
农业经营、管理、服务等“人”的方面的智
慧化以及农业治理的智慧化等。未来还应加
快突破技术瓶颈，打造智慧农业产业生态
圈，广泛开展面向小农的社会化服务，因地
制宜探索发展路径，以点带面推进智慧农业
发展。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表示，
为确保相关措施落地见效，将加大已有项目
和政策向智慧农业倾斜力度，加大农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等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的支持力
度。充分运用多种资金渠道，谋划实施智慧
农业重大项目重大工程。支持将智慧农业项
目纳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融资项目库，鼓励
引导金融机构、社会投资等有序参与智慧农
业建设。

    从海底高铁隧道盾构机到 0.01 毫米极
小径铣刀，今年“双 11”期间，一批大国
重器在电商平台“上链接”，客户可直接
在网店“下单”。

据了解，今年在淘宝上架的大国重器
共 20 件，涉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
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医疗
设备、量子科技等多个领域。其中，17 
件带有“国内首个”或“全球首个”标
签，11 件有“国内最大”或“全球最大”
称号，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大国重器占
了 14个。

这些大国重器中，有近期投产的全国
首个工业用途核能供汽示范项目“和气一
号”，它和去年火爆出圈的核能充电宝

“玲龙一号”都来自中核集团；有中国移
动协同国内产业链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规
模最大、覆盖最广的 400G 全光骨干网；
还有中国中铁全球首台会“爬陡坡”的全
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永宁号”。中国五
矿所属中钨高新金洲公司研制的 0.01 毫米

极小径铣刀，可在一根头发丝铣出 7 个字
母，一粒米上铣出 56个汉字。

去年，国资委新闻中心开通“国资小
新”淘宝店，一口气上架了十多款大国重
器，这些代表中国最尖端科研成果的硬核
国货虽不能直接下单，但不少消费者将商
品加入购物车并分享到社交媒体等，一时
间，“史上最硬核的国货购物车”火爆
出圈。

国资小新淘宝店负责人介绍，今年
“双 11”继续展示央企大国重器，也有个
别大国重器符合直接上架出售的条件。比
如，全国首个自主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民用载人飞艇“祥云”AS700，
上架后消费者可以直接下单。

同时，一些央企在“国资小新”淘宝
店上架数款低调但技术过硬、产品过硬的
央企民用产品，消费者可以在网店下单。
比如，来自中国航发的石墨烯发热围巾，
配备三档智能温控系统，帮助用户在不同
环境下保持舒适与温暖；还有航空工业集

团的飞亚达歼-20 飞行员手表、中国建材
的 ZGL 碳纤维自行车、新兴际华集团的纳
米聚酰亚胺商务马甲等都已上架。

“ 这 些 技 术 和 材 料 过 硬 的 ‘ 低 调 国
货’，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央企既‘顶天立
地’又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责任担当。”
国资小新相关负责人说。

淘宝方面也为大国重器的展示、互动
及下单提供了更好的用户体验。淘宝网总
经理赵昆介绍，今年以来淘宝持续优化网
页版，推出了全新的企业采购平台。“小
到螺丝钉，大到数控机床，甚至连火箭、
卫星，都能在淘宝买到。”赵昆说。

品质国货，品质直播。淘宝头部直
播间也将加入大国重器宣传阵营，为直
播间消费者讲解中国制造背后的前沿科
技。据介绍，央企国家队已连续 4 年参与
电商“双 11”，通过多种创新的方式和玩
法，彰显央企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也将
电商平台大促变成中国制造的一个全新
科普阵地。

帮助农民实现从“会种田”到“慧种田”的转变——

智慧农业有了发展“路线图”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最近，农业农村部连发两份文件，提到同一
个关键词——智慧农业。

10月25日，《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
意见》和《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
年)》对外发布。根据文件，从今年开始,各地将
全面启动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重点领域

应用拓展、示范带动等三大行动，到2028年底农
业生产信息化率将达到32%以上。农业专家分析，
随着三大行动的逐步推开，智慧农业技术装备有
望加快得到推广应用，中国智慧农业发展将进入
快车道，更多农民将实现从“会种田”到“慧种
田”的转变。

可以“加购”的盾构机、可以下单的载人飞艇——

一批大国重器在电商平台“上链接”
本报记者  李  婕

    ▲日前，湖南省作物学会组织
专家在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
千山红镇的再生稻无人农场进行测
产。经测产专家组评定，该示范片
再生季平均亩产达 511 公斤。图为
一台无人驾驶收割机在测产现场收
割再生稻。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近年来，安徽省淮北市烈山
区古饶镇运用新技术发展现代智慧
农业，着力打造布局优、规模大、
效益高的蔬菜产业体系，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图为 11 月初，古
饶镇高标准设施蔬菜示范种植基地
内，工人正在采摘头茬西红柿。

李  鑫摄 （人民视觉）  

 “双 11”临近，贵州省从江县各大中小企业备足货源，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服饰产
品，满足市场需求，为即将到来的网购热潮做准备。图为 11 月 3 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贯洞镇美娥社区祖英刺绣生产车间内，工人在生产线上加工刺绣产品。 

石宏辉摄 （人民视觉）  

全力备足货源  迎接网购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