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红的辣椒，红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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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 智能化让农业形态美更高效

今天，是 2020 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梁平区以“庆
丰收、迎小康”为主题，开展
以新农人为主体的线下系
列庆祝活动及线上“云上庆
丰收·智慧晒小康“，将主会
场、分会场搬上云端，通过
云丰收、云展示、云互动，展
示智慧农业成果，展现科技
互联网赋予农业的新生命。

现代化农机手、无人机
操作者、农业技术员、智慧
农业经营者、农村电商从业
者等纷纷登场，将体现渝东
北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智慧农业发展的现状及趋
势生动展现。

农业向数字化、精准
化、智慧化加快迈进，智能
化让梁平农业更丰收——

农业设施有了“智慧大脑”

9月19日，梁平区金带镇双桂村重庆数
谷农场，技术员王晨心轻轻摁下启动键，水
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自动为番茄滴灌肥水。

“水、阳光、空气、湿度、营养等元素都能
一键搞定。”王晨心介绍，数谷农场采用荷兰
番茄轨道和以色列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智慧
农业技术种植97种番茄，平均每亩产量达1
万斤，而用工却比传统种植方式减少了
50%。他说，“智能化让番茄种植步入了工
厂化时代。”

除了荷兰·番茄工场，重庆数谷农场还
有以色列·花卉工场、重庆农科院·瓜果工
场、西南大学·草莓工场、有机稻蟹生态示范
园等，主要运用先进的农业物联网、大数据、
云平台及以色列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荷兰
现代温室种植技术等进行智能化生产。

据统计，从去年9月开园以来，重庆数
谷农场产值达2000多万元，较传统生产方
式产值得到提高，品质更加有保障。

“梁平人尝到了智慧农业的‘甜头’。”梁
平区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重庆数谷农场
打造的智慧农业园区，实现了农业数字化、
精准化、智慧化。现在，梁平农业加快了智
能化步伐。

早在2017年，梁平就投入300余万元
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监管平台，实现源
头可追溯、过程可监控、流向可追踪、信息可
查询。

今年3月，总投资40多亿元的东方希
望集团200万头涵盖梁平区及周边区县的
生猪循环产业链项目在梁平开工建设。该
项目包含视频监控系统、环境智能控制系
统、自动饲喂系统、人脸识别系统等智慧养
殖相关项目。

9月，梁平区智慧农业综合数据管理中
心启动建设。这个中心是现代智慧农业的

“大脑”，它将对梁平区的农业物联网，农业
气象，农业土地资源，农产品生产、管理与销
售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进行综合收集、分类
分析、管理和应用。

万石耕春建立了农情（四情）田间智能
检测预警平台、梁平柚-智慧农业示范园区
正布局建设……梁平加快推进农业物联网
生产技术运用系统的建设，实现了对水稻、
蔬菜、柚子等农业重点生产领域的实时生产
环境智能监测和远程视频监控，全区农业智
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飞播”技术节省劳动成本

尽管年过七旬，梁平区新盛镇的周德生
依然种植了400多亩水稻。今年，他又获得
了大丰收，产量达到250多吨。

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周德生闲不下来，
依然年年种水稻。但随着年老力衰，他对播
种、插秧、病虫害防控等越发感到力不从心。

43岁的蒋丽英是新农人农产品股份合
作社理事长，她自行研究的水稻“飞播”技术
化解了周德生的“心病”，大幅度节省了机插
秧时间和劳动成本。

去年4月，蒋丽英在梁平区回龙镇清平
村举行首例水稻无人机直播种植。20分
钟，无人机就完成了 10余亩水稻种子直
播。这之后，周德生就邀请蒋丽英的无人机
为他的稻田播种、病虫害统防统治。“产量上
去了、成本下来了，收成肯定就更好哦。”周
德生说。

近年来，梁平区发展适合丘陵山区的播
种、病虫害统防体系，全区积极鼓励合作社、
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智能无人机利
用。目前，全区已拥有智能无人机10余台，
不依赖人工控制，自主飞行，多机协作，全程

展示了农业智能化时代的到来。
今年，在梁平区新盛、回龙、屏锦3个镇

乡发展智能无人机水稻直播面积1000余
亩，在全区33个乡镇（街道）开展无人机绿
色统防统治面积4.2万余亩，达到统防统治
面积的18.1%。

同样，在梁平区礼让镇川西渔村，传统
渔业正向现代渔业、智慧渔业转变。川西渔
村成立了三峡库区生态渔场自动恒温孵化
中心，这里的自动加热恒温设备、微粒机能
够实现孵化用水自动恒温、循环利用。与此
同时，川西渔村还结合智慧渔业管理系统，
通过装配水温、溶解氧、pH值、氨氮、亚硝酸
盐、重量等智能传感系统，对流水养殖槽道
实时自动监测水质、自动增氧、自动精准投
料。

“环保生态，我们的鱼肉质无泥腥味，味
道更鲜美。”重庆市梁平区跑道鱼渔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潘传均说，智能化养鱼折合亩产
量约3000公斤、亩产值约4.5万元，价格较
传统鱼高出1元/公斤。智能化养鱼亩产值
是传统养殖模式的2.6倍。

“机器换人”促进加工升级

豆筋又叫豆棒。提起豆筋加工，很多
人想到的可能是灶台上的大锅、沸腾的豆
浆以及忙碌的工人。但现在，梁平的豆筋
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

“手工制作共108道工序。”重庆两颗
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两颗豆
公司”）董事长陈永晶来自豆棒制作世
家。他介绍，小作坊加工豆筋都是先煮熟
豆浆，再通过手工提取浆皮并旋转成柱
形，最后烘干后制成。工艺复杂，因此产
能较低，人工成本较高。

2012年，返乡创业大学生王磊和石
淞文开始设计研发自动化豆筋生产线。
两人是中学同学，王磊从事过集成电路和
半导体工艺研发工作，石淞文开办过机械
厂。5年潜心研究，前后1000次实验，两
人终于完成了自动化豆筋生产线的流程
设计。

陈永晶介绍，从清洗、筛选、打磨、煮
浆、滤浆、沉降，到裹浆、脱签、烘干成型、
包装等一系列工艺流程，均实现了自动化
作业，全自动数字化控制，实现了传统特
色豆筋产业的全自动化生产，做到了生产
上的无尘、无菌。

据核算，传统豆筋加工，每人每天可
加工约20公斤黄豆；自动化生产，每人每
天可加工约400公斤黄豆，生产效率一下
子翻了整整20倍。

“实施智能化改造工程，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梁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梁平区以创建国家高新区为抓手，
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积极支持绿色食
品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区成功创建
9家市级数字化车间。

位于梁平工业园区的重庆上口佳农
业有限公司（下称“上口佳”）是一家集豆
干、竹笋、食用菌等系列休闲食品研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食品公司。近年来，上
口佳全力实施“机器换人”，已投用豆制
品、蔬菜两条全自动生产线，引进了20余
台全自动给袋式包装机，整个数字化车间
年产量可达1万吨，智能化制造水平不断
提升，实现产品的提质增效。

截至目前，梁平区先后帮助张鸭子、
奇爽食品、上口佳、渝每滋等20余家食品
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绿色食品产业发展
动力更为强劲。

前不久，梁平区正式启动“电子商务
进农村人才培训计划”，培训包括致力于电
商发展的农村合作组织、企业、村组干部、
大学生村官、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等，培养
农村电商的带动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梁
平农业品牌，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助力。

“培育真正扎根农村的电商人才，让
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产品上网进城。”梁平
区商务局负责人介绍，梁平区创新电商销
售模式，一是在33个镇乡（街道）组建电
商扶贫专业指导队，指导区域内电商全覆
盖及电商扶贫工作；二是在全区建成镇级
电子商务服务站5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
点170个，村社农村电商服务站点贫困村
全覆盖；三是进行网货品牌打造，引导个
体网商通过头条号、抖音、快手等网红平
台包装网货，发展本地网红，助推产品上
行。在电商新蓝海里，涌现出一大批本土
优秀电商的弄潮儿。

29 岁的唐俊大二时就开淘宝店。
2015年，唐俊毕业回乡创业做农村电商。
2018年，他的销售额达到130万元。2019
年，唐俊被评为重庆市农村电商扶贫带头
人。随后，他又做起了电商培训老师。作
为技术指导，唐俊为袁驿镇建成农村电子

商务服务站累计培育人数120人。去年，
在“双11”当天，袁驿镇电商服务站线上销
售梁平柚5000余单，金额达20万元。

现在，唐俊又参加梁平区电商扶贫工
作，主要负责全区16个贫困村电商规划
发展运营工作，并帮市级贫困村长塘村滞
销的嫩胡豆、大蒜、土鸡蛋、四季豆等销往
全国各地。

40岁的徐志琴是唐俊的一名学员。
从去年8月开始，她在淘宝网、阿里巴巴
开起“美味的大梁平”“竹山农特产”两家
网店。如今，徐志琴日均成交量有40多
单，每月销售都超过3万元，每月收入超
过1万元。

“‘电商+人才’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
的困局。”梁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梁平在
智慧农业的供应链和物流快递配套设施
逐步覆盖乡村，铁门乡长塘村的大米、大
观镇庙坝村土鸡、曲水镇高山李子等一大
批特色农产品成了网红。截至目前，今年
全区农村电商销售额达到6.25亿元，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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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重庆市数谷农场体验采摘乐趣
摄/刘辉

电商推动产品“上网进城”

川西渔村业主在手机上操作自动投喂系统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长江三峡（梁平）庆祝活动 摄/周舟

上口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人在操作自动化设备 摄/熊伟

渝东平原开镰仪式在梁平双桂田园·万石耕春举行 摄/肖华丰收时节

无人机植保队队员在梁平区回龙镇清平村开展“飞防”
作业 摄/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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