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生全已经种了38年茶，但在刚建成
不久的智慧茶园里，他轻松得有些不习惯。“以前种茶，要时
不时巡山看病虫害，现在就在家里等着机器报警。”

刘生全所说的茶园，是2020年5月中国联通与福
安农垦集团共同建设的5G农业智慧茶园，他在这里
当技术员。该茶园应用了5G、物联网、大数据、云

服务等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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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蜂怎样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茶园遇上5G，擦出“数字农业”火花
■ 林 超

1.留足饲料。越冬饲料不但数量要足，而且质量
要好。饲料应在最后一个蜜源期的中后期留足，根据
蜂量及越冬期长短而定，每群应贮存3~5kg。同时要
考虑早春的繁殖饲料，避免早春补喂，从而影响蜂群。

2.保温防寒。要做到蜂多于脾，能让蜂群充分
结团。当气温在0~4℃时，根据蜂群的强弱，适当进
行箱内保温，即将箱内隔板用钉子固定，用稻草填满
隔板外侧空间，达到为蜂群保温的效果。气温低于
0℃时，有必要进行箱外包装，即用稻草帘将蜂箱包
围，留出巢门；保持蜂巢干燥，蜂箱大盖上要盖好防
雨雪设备如薄膜、油毛毡等。同时要防止寒风侵入
蜂箱内，蜂箱应背北向南摆放。特别寒冷的地区应
移入室内保温防寒。

3.保持安静。蜜蜂喜欢安静，怕震动，尤其在
越冬后期，蜜蜂体质很弱，腹内积粪难以忍受，若受
震动，会造成死亡。保持蜂群在越冬期的安静，对蜂
群安全越冬十分重要。因此，在蜂场内严禁滚动重
物、碰撞蜂箱、敲击器械和放鞭炮。 （本报综合）

100余个智慧茶园的“耳目”

在福安智慧茶园内，100多个摄像头分布其中，有
的两人多高，有的藏在茶树之间。它们大部分可以连
接到5G网络，是智慧茶园的“耳目”。

“这些是高清摄像头，茶叶上蚊子有几条腿都看
得清清楚楚。”中国联通福安智慧茶园项目负责人付
玉霞说，通过5G网络，专家在远方通过电脑或手机就
可以诊断病虫害，并指导生产，农民不用再上山对一
棵棵茶树进行排查。

刘生全说，这些田间设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可
以在第一时间发现病虫害并自动报警，将病虫害扼杀
在萌芽中，大幅度减少了农药用量，每亩茶园可年增
收300元至500元，减少环境污染带来的社会效益更
难以估量。

针对传统茶园生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病虫害防
治方面人工排查不全面、难精确、效率低等问题，为提
升茶园病虫害防治水平，智慧茶园平台建设了茶园病
虫害数字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园区虫情信息自动采集
和实时监测，植保信息的动态定位采集、数据自动上

报、实时更新和可视化显示。

传感器监测茶园环境

病虫害数字监测预警系统只是福安智慧茶园建
成的八大系统之一。数据收集、远程操控、精准施策、
提质增效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特点，使得种茶越来越不

需要“凭经验”“靠感觉”。
通过在茶园核心区域位置安装的监测环境站，平

台可实时采集茶园大气温度、大气湿度、光照度、风
速、风向、雨量、土壤湿度、土壤盐分等信息，经过系统
数据分析，可生成理论技术建议，指导相关生产技术
人员进行农事处理。

“茶园里设置了许多传感器，实时监测不同地块
土壤的水、肥、温度等信息，让农户可以有针对性地配
好水肥一体溶液。然后，用手机远程操作，智能灌溉
系统就可以给茶树浇水施肥。”福安农垦集团副总经
理张祖金说。

“一亩地一年节省1000多元人工费呢。过去松土
施肥有句顺口溜，‘七（月）挖金，八（月）挖银’，现在是
坐在家中就可以‘收金收银’。”刘生全笑着说。

数据成农业发展新资源

智慧茶园只是福安国家级数字农业试点县建设
项目中的一项内容。张祖金介绍，今年数字农业试点
县项目将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智慧茶园将扩大到
3800亩，并将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大数据平台系统和

“星—空—地”遥感监测系统。
“数据将成为农业发展的新资源。”张祖金说，数

字农业试点县项目完成后，收集的数据将更加全面和
精准，不仅能指导生产更加有效，还能预测市场动向，
使得种植收益最大化。

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这让张祖金备受鼓舞。“近年来国家反复
强调农业信息化、数字化，投入到智慧农业的资源资
金越来越多。数字农业正迎来新发展机遇，有望实现
跨越式发展。”

随嫦娥五号奔月遨游23天后，一批重为18.3克
的牧草种子顺利返回地球。

在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的支持下，经过严格评审
和地面试验，航天育种产业创新联盟定向征集了多家
单位提供的水稻、苜蓿、燕麦等各类农作物、花卉种子
共30余种实验材料，其中有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
与兽药研究所（以下简称兰州牧药所）3份种子材料。

兰州牧药所自2009年以来先后进行了7次牧
草种子和组培苗空间诱变试验。但与之前的神舟飞
船、返回式卫星和目标飞行器相比，这次飞行距离
远，遭遇了范艾伦辐射带、太阳黑子爆发两大事件，
且完成了深空空间诱变，在空间极端环境下可能产
生更强烈的遗传变异，可以分析深空与近地轨道间
诱变效应的差异，为深入研究牧草航天育种变异规
律奠定基础。如今，“追月”归来的一部分苜蓿和燕
麦种子已经在实验室里发芽出苗，长势喜人，有望让
牛羊吃上高质量“太空草”。

2020年 12月23日，国家航天局向航天育种联
盟及其搭载单位移交嫦娥五号搭载航天育种实验材
料的交接仪式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兰州牧药所副

所长李建喜、副研究员杨红善出席活动，并接受由探
月工程副总指挥、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
移交的嫦娥五号搭载牧草种子及证书。

杨红善介绍，此次搭载的牧草种子分两类：一个
是被誉为“牧草之王”和“牛奶生产的第一车间”紫花
苜蓿；一个是燕麦，也是高海拔地区的优质牧草。这
两个牧草解决什么问题，就是牛羊的口粮问题，就是
要通过让牛羊吃上太空草来有效解决困扰草产业种
源的“卡脖子”问题。

嫦娥五号搭载牧草出苗 牛羊有望吃上“太空草”
■ 张晴丹 符金钟

“追月”归来的燕麦种子出苗。

“迎风亭望瀛山春绿，新农村攀欣农茗峰。”这是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新农村迎风亭两边的一副对
联，也是这个村不断蜕变的写照。近日，驻村工作队
队员和村里的脱贫户们趁着闲暇，在迎风亭中进行
第二次集体经济的分红，同时畅谈这几年来村里的
变化，展望乡村振兴的明天。

“我觉得现在的村办公室修得可以”“以后茶园
可以搞旅游采摘”……村民们七嘴八舌，谈起村里的
改变和以后的发展话就多了起来。迎风亭是村民们
休闲聊天的好去处，也是新农村几年改变的见证者，
更承载了大家心中那一段难忘的攻坚记忆。

一番畅谈后，开始对欣农茗峰茶业有限公司集
体经济进行第二次分红，前段时间第一次分红人均
500元，这次人均220元左右。为了激发大家的积极
性，分红充分结合了各个家庭的环境卫生、平时表现
等，拉出了一定的差距，也保持了大致的平衡。

“新农村采用‘村集体+公司+农户’的模式，将
150亩试验小茶场发展到现在的300亩茶叶产业园，
2020年产出干茶1500余斤，全年实现产值20万元
以上，很多农户实现了增收，在未来的乡村振兴中，
新农村还将继续努力，激励和引导更多村民发展产
业，实现增收。”石角镇新农村相关负责人说。

集体经济再分红 新农群众日子美
通讯员 周倩 本报记者 何军林

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小学校
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小学校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2021年 1月 13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李 恢 均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550000080002013023239，声明作废。● 陈 桂 英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0000550010400002020004342，声明作废。● 姚 玉 婷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0000550010400002020004300 ，声明作废。。● 王 超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0000550010100002020001932，声明作废。

债务公告
安徽路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重庆市开

州县/区竹溪镇承建的竹溪镇柑桔产业基地
环线工程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竣工验
收。各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债权债务、民工工
资在一个月内与本公司竹溪镇柑桔产业基地
环线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联系，逾期责任自
负。特此公告！

联系人：肖庆
联系电话：18696658558
公司电话：0551-62885780

安徽路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债务公告
安徽路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重庆市

开州区大进金炉村等（7）个村农村建设用地
复垦项目于2020年1月5日竣工验收。各有
关单位或个人的债权债务、民工工资在一个
月内与本公司开州区大进金炉村等（7）个村
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部负责人联系，逾期
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联系人：肖庆
联系电话：18696658558
公司电话：0551-62885780

安徽路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