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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智慧”如何改变农业？
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卢宥伊 张翅

为了解决村民在发
展产业中遇到的一些技
术性问题，在重庆市教
委扶贫集团的帮扶下，
重庆市巫溪县天元乡联
合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成
立了乡村振兴学院天元
乡分院，将大学课堂开
在了田间地头。

据了解，天元乡目
前有43名村民在乡村振
兴学院天元乡分院就读
全日制学历班，为当地
的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
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
新华社发 黄伟 摄

无人机撒药、在线技术课堂、大数据管农田、农资
农产品线上交易……今年疫情笼罩的“春耕图”里，加
速普及的智慧农业，正在为许多地方的农户排忧解
难，让农业生产顺利渡过“疫情难关”。

智慧农业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让智慧农业
加速普及，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

田间农民少了，“黑科技”越来越多

四川省中江县，3500亩小麦地里几乎不见一个
人影。然而在麦地上空，10架植保无人机组成的农药
喷洒队忙得一刻不停，进行小麦条锈病、白粉病、蚜虫
病虫害统防统治。

“不到6小时的时间，3500亩小麦就完成了农药喷
洒任务。当前小麦已到抽穗期，人不能进去；有了无人
机，解决了大问题。”回龙镇党委书记张小江说。

今年春季，记者在四川农村采访发现，田间农民
少了，但“黑科技”越来越多：遥感卫星监测、无人机植
保、多光谱照相机、在线农技指导……信息技术的不
断加持，让农业生产越来越“智慧”。

往年春耕时节，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教授和学生
会来到田间地头，为农民进行技术指导。今年由于疫情，
农技人员无法下地，急坏了四川省汶川县200余名果农。

就在这时，一堂堂春耕技术培训会及时在“云端”
开播。通过视频连线，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教授
又与他们“见面”了，对小叶病该打什么药、生长过程
中果子为何变小变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解
答。“效果特别好，跟手把手教没啥差别，还不用出
门。”一名果农感慨。

数字技术改变农业的产业形态

“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生产

的需求，必须利用信息技术改变生产方式，提升生产
效率。”农业产业专家、四川川联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协会会长卿成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
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2.25亿，行政村通光纤和
通4G的比例均超过98%，互联网成为农民们解决农
业和市场信息需求的最主要方式。

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的产业形态。几
年前，四川省大邑县农民黄海流转了当地1000余亩
土地，成为一名种粮大户。过去，小春种油菜和小
麦，大春种水稻，黄海要雇好几十人帮着浇灌、打药、
收割。“现在只要在手机App上下单，就会有无人机、
插秧机等机械代替人工完成所有耕种作业。至于购
买农资、销售粮食，也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等着人上
门，什么都不用操心。”黄海说。

在山东寿光，今年的“菜博会、种博会”首次在网
上举办，动动手指就能完成蔬菜线上线下交易，“云
种菜”项目还能让人们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慢直播
观察蔬菜生长。

在江苏泗洪，养猪场推行“猪脸识别”“红外测
温”，大数据记录每一头猪的个体特征、生长经历、防
疫档案，实现“数字化”养猪。

在日前召开的2020中国农业展望大会上，农业
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当前应对疫情、灾情和市场
波动叠加的风险挑战，迫切需要运用好现代信息手
段，从更高层次、更全维度掌握农情变化，加快完善中
国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以信息化引领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

智慧农业须补齐短板、加快升级

业内专家认为，虽然近几年我国智慧农业发展迅
速，但大都处于尝试阶段；智慧农业的大范围普及，还

须补齐短板、加快升级。
与城市相比，目前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

后，农民使用信息终端水平相对较弱；与制造业、服务业
等产业相比，农业的数字化应用范围不广、水平不高。

农业农村部、中央网信办印发的《数字农业农村
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到2025年，我国农
村互联网普及率要提升至70%，农业数字经济占农业
增加值比重要提升至15%，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
品总交易额比重要达到15%。

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农业人口素质的提升是重中
之重。

“村上一直在宣传引导大家用电商卖农产品，但
我也没上过几天学，不会操作，特别希望能有相关的
培训。”中江县龙台镇稻花村村民赖孝琼说，村里大都
是像他这样的老年人在务农，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
在新技术的学习上存在一定困难。

“要让人才留在农村。现在专门培养农业科技
人才的学校和机构十分缺乏，教育资源应该继续向
农村倾斜，相关部门要制订中长期的人才培养规划，
短期要加强接地气、实用的农技培训。”长期关注中
国农业发展的联合国资本开发基金组织数字经济专
家丁宇说。

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张漫
等专家认为，我国农业产业集中度偏低，机械化程
度不高，难以实现集约化生产。发展智慧农业，要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加快农业人工智能
研发应用，培育一批数字农业工厂、数字牧场、数字
渔场。

“推动智慧农业发展，还要加强智慧农业的体系
建设，强化政府的组织引导和协调作用，形成政府、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数字农业形成

‘一盘棋’‘一张网’‘一张表’。”四川农业大学新农村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周伦理说。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的专利成果
“一种碎秸、清秸、施肥、播种、覆秸多功能机组”，突
破了传统免耕播种技术思路，在相对无秸秆的“洁净
区域内”完成播种作业，整体消除秸秆障碍，彻底破
解了在全量秸秆硬茬地播种时存在的“挂秸壅堵”

“架种”“晾种”三大技术难题，实现了碎秸、清秸、洁
区（无秸秆障碍区域）播种、播后覆秸，机具作业有效
率99.5%以上。

该专利成果发明一系列关键技术，发明了碎秸
均匀抛撒技术，创制气力离心组配强制打散均匀抛
撒装置，实现碎秸沿种带方向均匀抛撒于播后地表，
均匀率71%以上；创制碎秸分流调控装置，实现碎秸
入土量与覆盖量协调，破解了因过量秸秆不均匀覆
盖造成的缺苗、弱苗问题，出苗率94%以上；发明了
预学习自适应型秸秆粉碎拾输过载自动监控技术，

实现碎秸装置离地间隙、前行速度和动力补给即时
调节，解决了秸秆拾输过程因瞬间夹带过量泥土而
造成的卡滞问题；发明了防侧边挂秸堵滞技术，创制
压滑组配越秸组件，解决了作业时碎秸组件侧边挂
带未作业区秸秆而造成侧边壅堵阻滞难题，确保连
续顺畅作业。

该专利成果既可在麦茬全量秸秆硬茬地工况下
播种玉米、花生，也可在玉米、水稻和棉花全量秸秆
硬茬地工况下播种小麦，已在我国冀、鲁、豫、苏、皖、
晋、陕、新、鄂、津、辽、吉、黑等地和俄罗斯推广应
用。技术思路还可拓展应用到机械化残膜回收等技
术领域。该专利成果连续多年被农业农村部列为主
推技术，获农业农村部“神农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

“中国农业科学院十大杰出科技创新奖”。
（本报综合）

在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和全国农技中心的
统筹安排下，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坚持线上
线下相结合、远程近程相结合，通过“键对键”“网对
网”“面对面”等多种形式，指导不误农时，促进管理
措施到田入户，为夺取夏粮丰收做好科技支撑。

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特长与
优势，创新工作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这种新兴
方式指导全国小麦春管工作。近一个月来，专家们
纷纷化身“主播”，举办电视讲座、网络直播和广播讲
座30余次，一时间专家们成了“网红”，直播深受欢
迎、反响热烈、效果显著。

据介绍，各地专家充分利用当地的农技服务热
线平台和App，以及微信、电话、邮件等交流工具，
远程指导小麦春管，在线解答农户提问。

此外，根据各地小麦苗情和天气情况，专家们及
时制定发布田间管理、防御“倒春寒”等技术意见近
20期，科学指导当地农户春管生产。11个主产省专
家疫情期间及时通过报纸和网络发布了本省小麦春
季管理、防灾减灾和病虫防控技术意见，为当地农技
人员、新型经营主体、农户抓好分类管理提供参考。

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小麦专家指导组各成员
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苗情调查，到26个县区开
展现场考察与指导。近期，专家团队在河北藁城举
办了麦田镇压现场会，展示了研制的自走式镇压机，
并在田间进行大面积镇压示范，受到好评。

用“互联网+”方式指导小麦春管
■ 王 田

智能农机突破三大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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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权德明单身于阳历2010年2

月，在重庆市渝北区大竹林工地拾
到一名男婴，当时在男婴身上发现
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有出生日期
2010年2月13日，身上无其他主要特征，现取名
权晓峰，该小孩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若无人确认
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唐祖碧13251337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