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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谭万国）一年之
计在于春。近日，梁平区新盛镇组织农
业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分别到辖区11个
村社，把“农业科技直通车”开进春耕一
线，现场指导村民实时开展春耕春播，
把农科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据悉，该镇把春耕生产作为当前的
一项重要工作，及时组织农业服务中心
的6名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为
村民送去大春农作物种植测土配方施
肥、水稻地膜育秧、玉米肥球育苗栽培
实用技术以及农机检修等“农科实用技
术礼包”1200余份。同时，由6名农技
服务人员组成3个“春耕生产技术服务

队”，进村入户上门为村民送农资、送技
术、送信息、送服务，让村民及时了解掌
握今年春耕生产相关技术和信息，现场
指导村民实时开展春耕春播。

到目前，该镇组织的“春耕农业科
技直通车”开进11个村（社区）99个村
民小组，共发放“农科实用技术礼包”
1200多份，配送种子、化肥、农药、农膜
500余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业科技
实用技术培训11场次，发放春耕春播农
业科技宣传资料5000余份，帮助村民
检修小型农机具200余台（辆），真正送
去了春耕生产的“及时雨”，受到村民的
好评。

智慧农业描绘“三农”新面貌
■李元元 韩梦霖 马天龙 耿骏宇

无人果园实现精准管护

伴随着马达的轰鸣声，一架大型
植保无人机从远处驶来，悬停在果林
之上，向一棵棵果树喷洒下营养液；
山腰上的一处“小气候监测站”内布
设了多个传感器设备，实时监测果园
内的气温、湿度、风速等数据信息，让
柑橘生产和品种培育实现“未雨绸
缪”；在山坡下的办公楼里，工作人员
点击鼠标，果园的所有信息都显示在
大屏幕上，让人一览无余……

青龙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明放介绍，
通过“丘陵山地无人果园管理平台”，将
果园的各项数据进行全面融合，可提前
推测每株树体果实的产量，并通过遥感
特征光谱分析仪进行智能分析和诊断，
从而实现全过程精准管护。

在重庆，可以找到许多智慧农业新
场景，从收成“看天气”到增收“靠技
术”，手机、无人机成为“新农具”，数字、
信息成为“新农资”。

农产品一键溯源 消费者安心

大数据、智能化不仅给传统种植
业、养殖业的生产管理带来深刻变化，
也为从种植决策到产品溯源的农业生
产全过程突破传统局限带来契机。

在巴南区二圣镇定心茶园，当地政府
与中国电信等企业开展合作，搭建起“数
字乡村区块链智慧化管理平台”，依托区

块链技术构建智慧农业数字信任环境。
重庆二圣茶叶集团董事长张节明

介绍，现在终端消费者只需打开手机扫
一扫茶叶的商品条码，便能查看采摘
地、生产地和销售地，同时获得检测报
告和气候信息等第三方信息，直观了解
当地茶叶品牌“巴南银针”的种植生产
过程，农产品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全
透明。

构想未来农业蓝图

在未来农业的“试验田”上，智能化
也带来更多的可能和机遇。在重庆市
农科院现代农业高科技园区，有一个既
养鱼又种菜的“鱼菜共生AI工厂”，蔬
菜栽培、病虫害巡检、鱼生命体征监测、
鱼饵料精准投喂等不仅实现了智能化
作业，鱼粪通过水资源化处理转化为水
溶性肥料，还实现了种养循环全利用。

工厂内的蔬菜栽培，采用了智能化立
体式栽培技术，韭菜、茼蒿等原来长在地
里的蔬菜，如今长在种植架上，产量较传
统露地栽培增加数倍以上。从“一粒种子
到一棵菜”实现全程无人化作业，施肥由
智能化计算管控，农活由机器人承包。

2019年以来，重庆市共投入市级财
政资金1.1亿元，建成市级智慧农业试验
示范基地200多个。一项项新技术的投
入，让农业从过去的“体力活”逐步转变
为“智力活”，提高了效益，拓宽了市场，
人们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稳。

很多新手种植户对摘叶这个过程
感到陌生，其实摘叶对于很多农作物生
产过程非常重要，摘错或者不摘都会影
响农作物的产量。对于给番茄摘叶，主
要有以下五个误区。

摘叶过量。在给番茄摘叶时，很多
种植户喜欢将果实下面的枝叶全部摘
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将所有的叶
片摘除后，让番茄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
用，会造成光合产物不足，最终就导致果
实又小又变形，产量和质量都上不去。

摘叶过早。给番茄摘叶是有时间
的，番茄的叶龄一般在15~50天内光合
作用比较强，所以等到叶片超过50天

后摘除最好。如果过早摘除叶片，会导
致番茄没有办法合成果实生长发育所
需的养分，果实也会停止发育。

见黄就摘。很多种植户在摘叶时
首先选择的就是摘除黄色的叶子，其实
这个做法并不正确。番茄叶片发黄是
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浇水和施肥不当
等。在叶片变黄时，喷洒碧护溶液就能
让叶片恢复正常颜色。

摘除虫叶。在摘除叶片时，很多种
植户见到有虫洞的叶片就会摘除，尤其
是在白粉虱和斑潜蝇出现的时候，会把
它们啃食过的叶子全部摘除。这样一
来摘除的叶子比较多，也是不可取的。
对于虫害可以选择化学药剂进行治疗，
无需将所有的虫叶摘除掉，只需把危害
严重的叶子摘除即可。

摘除遮光叶。除了喜欢摘除黄色
叶子和有虫洞的叶子外，很多种植户
还喜欢摘除遮光的叶子，他们认为不
摘除的话会影响果实上色。果实未上
色并不全是因为叶子，不用将其全部摘
除，可以尝试调节一下大棚温度等。

（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眼下又
到了一年一度的采茶季，南川区兴隆
镇金花村白茶基地迎来白茶的采摘
高峰时期，村民们纷纷上山，采摘开
春以来第一批明前新茶。

走进白茶基地，一股股淡淡的
清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一排排茶
树生机勃勃，一簇簇茶叶郁郁葱
葱。茶山上，200余名采茶工不停穿
梭，一双双巧手在枝叶间舞动，不一
会儿，嫩嫩的“一芽一叶”就装满了
茶篓。

村民梁隆尧在基地工作了2年
多，今年当上了茶山的管理员，每
天固定工资80元，每月工作20天，
他说：“以前年轻人外出打工，剩下
年纪大的人在家，想发展产业没门
路，自从企业来流转土地发展白茶
后，年纪大的人也能找到工作。我

在茶山上班每月都可以领工资，非
常满意。”

据了解，南川区在兴隆镇、南平
镇、大观镇等地通过“公司+农户”的
模式大力发展白茶产业，截至目前，
全区种植白茶4600余亩。“白茶的市
场行情很好，今年市场售价能达到每
公斤5200余元，一亩地的纯收入平
均能达到近2万元。”重庆市南川区
巨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甘江涛
说，最近全区白茶产业的采茶工用工
量达到700余人，预计每天将采收白
茶2000公斤。

看着这样的好前景，村民尹家池
一家也在去年种植了 500 亩茶树，

“近几年，通过在白茶基地务工，学到
了不少白茶栽种、管护技巧，现在有
公司带着我们，销路、技术都不愁，这
比在外打工好得多。”尹家池说。

立春后就进入晚
熟柑橘的采收季了，
在渝北区大盛镇青
龙村的2000亩果园
坡地上，沉甸甸的沃
柑挂满枝头。这片
喜获丰收的柑橘林，
位于全国首个丘陵
山地数字化无人果
园内。

南川兴隆：
又一年采茶季 村民采下“致富芽”

梁平新盛：

“农业科技直通车”开进春耕一线

给番茄给番茄摘叶有哪些误区

近日，綦江区赶水镇南坪村 4
组，村民杨代凤正在小心翼翼地为
苗床里的苞谷苗淋水。

由于此前连晴高温，田间土
壤严重缺水，村民们纷纷采用挑

水浇苗等方式确保各类秧苗的顺
利生长和春耕生产正常进行，为
今年粮经生产双丰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