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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重庆的北大门，是主城区重要
经济板块；渝北，全国少有的“空铁公水”
多式联动枢纽，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重要枢纽节点；渝北，集大城区、大农村
于一体，正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在数字化、信息化、“互联网+”农业
模式的今天，渝北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特别是注重发展智慧农业，这为乡村
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今，渝北区正谋划建设全市高质量
发展的经济大区、高水平开放的临空大
区、高能级策源的科创大区、高品质生活
的城乡大区“四个大区”。

近年来，渝北区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稳步向好。全区坚持农业稳区，点线面
结合，示范带动，抓特色、出亮点、争一
流，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农村面貌
焕然一新。渝北以高质量创建乡村振
兴综合试验示范区为目标，积极探索乡
村振兴新模式新业态，农村人居环境、
村集体经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
点工作再上新台阶，乡村振兴试验示范
效应日益凸显。渝北把发展智慧农业
作为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大
力推广山地特色智慧农业新技术新装
备，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7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
范基地；2019年和 2020年连续两年被
评为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
评价先进县；渝北区都市特色农业智慧
化项目，被评为2019年全国县域数字农
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创新项目；2020年

被评为全国数字乡村试点地区。
在建设智慧农业中，渝北着力抓好示

范点建设，引进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赵春江、荣廷昭院士专家工作
队，对全区信息化建设进行技术指导。全
区先后建成全国首个初级农产品产销对

接平台、全市首个光电智能农业产业化实
验基地、智慧种苗工厂、食用菌工厂、全国
首个丘陵地区无人果园等智慧农业示范
基地。

与此同时，渝北着力加强智慧农业培
训指导。依托高素质农民培育等项目，定
期对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
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镇农业（社区）
服务中心以及区农业农村委相关信息管
理人员进行智慧农业技术及应用培训。
累计举办智慧农业21期，培训1000余人
次。创新开展渝北区“青年网农”直播带
货成长计划活动，培育“青年网农”100余
名；开展现代农业人才培训，培育农机手
150余人。

目前，渝北正抓紧储备一批高质量
的智慧农业项目，力争打造一批智慧农
业示范点。加强对智慧农业从业人员
素质提高，定期与不定期邀请智慧农业
专家对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技术指导与
培训；开展智慧农业知识宣讲，组织农
业经营主体学习参观，增强他们对智慧
农业的认识与了解，助推全区智慧农业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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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农业典范 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渝北区智慧农业助推乡村振兴

今年8月，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如期举行。在智博会上发布了运用农业
遥感、AI识别、数据挖掘、智能农机等先
进信息技术，渝北大盛镇青龙村建成了全
国首个丘陵地区无人果园。这引起了国
内外参会者的高度关注，也标志着渝北智
慧农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数字赋能农业发展，果园管护精准升
级。2018年，大盛镇青龙村整村推进宜
机化整治，建成2350亩的重庆市首个丘
陵山区现代化水果产业基地。该基地围
绕农旅融合发展思路，按照现代农业要
求，突出科技含量，初步实现了“规模化、
机械化、智能化、组织化、品牌化、信息化、
景观化”目标，是丘陵山区农业现代化的
有效探索，有利于解决西部山区农业效率

低、产出少的现实问题，在农业科学技术
应用和普及上展现了良好效果。

去年以来，青龙村以果园为载体，实
施智慧农业项目——丘陵山地无人果园
管理平台。该平台以“1+4”模式为架构，

“1”即一个数据中心，“4”即果园环境监
测、精准管理、远程监控和智能农机等四
大功能，从而实现种植生产作业远程实时
监管，提升生产管理作业效率，确保果园
智慧生产管控能力。

果园管理平台，构筑了地块级山地农
业三维数字地图，搭建了天空地多源协同
智能监测体系，构建了基于作物模型的精
准管理系统，探索了无人农机高效协同作
业模式。

该平台将三维模型数据、环境数据、

作物生理数据、地块属性数据、智能农机
数据等进行全面汇聚融合，针对每一个空
间，智能获取种植规模、果树数量、地块属
性等数据，叠加果树品种、树龄、冠幅等信
息，结合果园全景VR、视频监控、物联网
设备情况以及农机作业数据，精准刻画了
集6大果树品种的2000余亩果园，实现
了立体化果园数据的“聚通用”。

通过平台建设，该项目基本实现农
业决策、监管和服务的信息化，从而实现
农业生产信息化、农业经营信息化、农业
管理信息化和农业服务信息化，达到提
升增强园区农业生产的监管与决策效
率、提升强化农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能
力、提升农民获取知识信息达到科学种
养的能力。

全智能化无死角监控系统，全方位
24小时动态智能化监控，对肉兔生长环
境进行智能化监控——走进渝北区长堰
肉兔示范场，只见这里规范建设“兔子的
家”十分有序，工作人员正加紧对新生幼
兔进行护理，温顺的小幼兔十分可爱。

长堰肉兔示范场由渝北区统景镇长
堰村集体农村股份制经济组织于2020年
10月修建完成，计划年产肉兔6万至7万
只。截至2021年 10月，出栏优质肉兔
3.1万只，产值达134万元，利润22万。
近期出栏了肉兔2900只左右，出生新生
幼兔约5000只。

该场位于渝北区东北部，统景镇东部，
距镇政府所在地约3.5公里，东邻江口村、
南界御临河、西连胜利村、北接远景村。地

形以丘陵为主，平均海拔高度245米，其中
最高海拔尖山为290米。距离草统路主要
道路有3.5公里，距离319国道17公里，距
离包茂高速路口14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该示范场占地10余亩，总投资700余
万元，拥有标准化兔舍4栋，养殖笼位5000
余个。现养殖伊拉配套系父母代种兔1570
只，年出栏商品兔6万余只，年产值250万
实现利润60万以上。目前该场是西南地区
最具智能化的肉兔养殖标准示范场。长堰
肉兔养殖场还配套了投料、清粪、喷雾消
毒、生物除臭等多套智能化系统，除人工注
射疫苗外，该场其他程序全部实现了自动
化、智能化，打造出“智能养兔”新模式。

该场采取了多个全智能化系统：采取
了全自动化投料系统，可避免因投料不标

准影响兔群健康生长；全智能化温控系
统，可对兔子生长环境进行智能化控制，
有效减少有害气体影响兔群生长，让兔群
在最舒适的环境中健康生长；全自动化清
粪系统，全程饲养员零接触粪便，避免了
粪便对兔子的污染，减少疾病；全自动化
定时喷雾消毒，定期对养殖环境进行喷雾
消毒，减少疫病传播；全智能化生物除臭
系统，通过微生态生物除臭减少对外大环
境污染；全程采用人工授精同进同出的繁
育方式，即同期发情同期配种同期产子同
期出栏的工厂化规模化养殖。

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人们工作变得轻
松，经济效率也大大提高。智慧农业不只
发生在田间地头，也在改变着传统养殖，
颠覆着人们的认知。

这几天，渝北区兴隆镇幸
福村（新寨村）南北大道旁边
的兴隆镇智慧种苗工厂里，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1600万余株
蔬菜和花卉的育苗。

兴隆镇种苗工厂建于2020
年，年产1.5亿株种苗。主要有
白菜、菠菜、萝卜、矮牵牛、海棠、
马鞭草等约60个品种。

智慧种苗工厂温室设施
部分采用全开窗屋面，具有高
效的节能效果。室内配备“人
工光+光照”系统、空气加温系
统、水平循环风扇系统、智能
肥水一体化精准灌溉系统、雨
水回收系统等，实现一键操
控。种苗线配备高速智能全
自动播种线设备一套，可以实
现各类种子播种的高度自动
化和智能化，每天可播种数百
万粒；同时配备智能选苗补苗
机器人，可以实现每小时6500
株以上的选苗补苗，极大提高
种苗生产的自动化，大量节省
人工成本。智慧种苗工厂的
生产采用全球领先的穴盘育
苗技术、人工光培育技术和水
培技术，工厂化、规模化、智能
化生产各类蔬菜、花卉、茶叶
及其它各类经济林木种苗。

目前，智慧种苗工厂一期
为9600平方米，每年可生产蔬
菜、花卉、景观苗木、茶叶等植
物种苗5000万株；二期将扩建
温室1.7万平方米，达到年产1.5亿株种苗
规模，目前二期正在建设当中。整个项目
完全建成后，机器人智能育苗、手机远程控
制、物联网技术的运用等，可满足数十万亩
蔬菜基地用苗及其它经济作物种苗，提高
产能15%-20%，亩增收300元-400元。

数字赋能全国首个丘陵无人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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