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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盆植物竖着成一串，就能比平
面种植提高3倍以上的产量呢。”“这个
稀奇，阳台式栽培，像种花一样。”日前，
梁平区金带街道双桂村的数谷农场展
示厅，游客边参观边阅读展板上的介
绍，不时发出感叹。

在数谷农场，智慧农业的面貌得到
充分展现：重力循环栽培、算珠式栽培、
家庭阳台式栽培……各种作物皆离开土
壤，或长在水里，或长在精心调配的基质
里，随着配套设施的设置和运转，更加科
学地汲取着养分、进行着光合作用。

数谷农场是我市智慧农业发展的
一个代表。

伴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加速涌现，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逐步运
用到农业生产各环节，智慧农业应运而
生。通过对农业生产数据的获取、收
集、分析，农业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变
得更加科学、精准。智慧农业也成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方向、乡村振兴的重
要路径。

2019年我市出台了《重庆市智慧
农业发展实施方案（试行）》，提出从生
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服
务在线化等方面，促进农业现代化快速
发展，推动农业智能应用更加广泛。

那么，在智慧农业的推进中存在哪
些难点？如何破解？重庆日报记者就
此进行了采访。

遭遇难题
投入成本高、技术人员缺乏

“智慧农业投入较大，且科技含量
高，因此资金和技术是普遍难点。”在数
谷农场，谈起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升级
中遇到的难题，金带街道农服中心主任
黄庭如的思绪被拉回到2019年以前。

那时，数谷农场所在地的其中一部
分是一处果园，业主是来自四川的徐峰。

早在2003年，徐峰就在双桂村流转
150余亩土地，种植了柑橘、桃子等水
果。由于起步早，加上离梁平城区近，且
有双桂堂等旅游景点“加持”，果园生意
很不错。2007年，徐峰又顺势建起了桃
花山庄，发展农家乐，事业顺风顺水。

占尽了天时地利的徐峰怎么也没
想到，就在2015年前后，他的生意日渐
惨淡，难以为继了。

对此，黄庭却看得很清楚。彼时，
各地乡村旅游逐渐起步，仅金带街道周
边地区做类似产业的业主就不在少
数。“人家后发展的产业配套更好，产品
品种更优，加上好多都是懂技术的人
才，优胜劣汰嘛。”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业转
型升级步伐加快，黄庭时常跟业主们讲
智慧农业的便捷、高效，并鼓励大家积
极申请项目资金，更换温室大棚、水肥
一体化等现代农业设施。

为给大家做示范，街道农服中心还
利用水价改革试点项目资金，在双桂村
一个2000亩的柚园布局了水肥一体化
灌溉设施。

徐峰也意识到农业必须朝智慧化
发展，他打算与一家公司合作对产业进
行转型升级。

但问题却随之而来。经过成本核
算，徐峰望而却步了：“简单弄点灌溉之
类的设备就得花几百万，我哪里有这么

多钱？”
柚园里那套设备，事实上也并没有

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缺乏专业人才，设
备使用、管理不善，效果并不太好，而且目
前设备还出现了损毁情况。”黄庭说。

示范引领
政府主导打造重点项目

传统农业经营者缺资金、缺技
术，那么智慧农业转型要如何才能推
进？

2018年，梁平引入万州区一智慧
农业运营团队，由政府出资4800余万、
团队出资600万，在双桂村流转土地
400亩，打造数谷农场示范项目，承担
智慧农业技术展示、科普示范、农旅融
合发展功能。

站在高处远眺，数谷农场是用玻
璃、钢架组成的一座现代工厂；进入农
场内部，不管瓜果还是植物，均采取无
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灌溉，每隔不远都
有像路灯一样的柱子竖立其中，一根根
黑色的电线从柱子上引出后插进栽培
基质内。

“这些都是传感器，能够实时测量
棚内以及基质的温度、湿度等数据。”技
术员王辰新介绍，有了这些数据，整个
农场的日常管理仅靠5名技术员以及
11名务工村民就能完成。

以番茄为例，在这里已实现全年采
摘，每亩产量达1万斤以上，比传统种
植高一倍。数谷农场开园后吸引了不
少人前来参观学习，双桂村的葡萄种植
户熊治彬就是其中之一。

“数谷农场那些设备确实高端，生
产效率很高。虽然我达不到，但我觉得
我可以模仿。”熊治彬说，他也想发展智
慧农业，但资金有限，就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按照自身的理解，比较“粗糙”
地布置了一些现代化设施。

走进他的葡萄园，重庆日报记者看
到，园子全部装上了玻璃大棚，挂上了
温度计，并铺设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管
道。

“别看我这些东西不怎么样，开个
窗还得靠手动，但前后也投入了100万
元，勉强算是‘半智慧’了吧。”熊治彬笑
道，自从更换了设备，果园农药用量减
少一半，病虫害更少，产量却增加三分
之一，总产值实现翻番。

组建“生力军”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不管传统农业还是智慧农业，农业
生产经营始终靠人。如何让高大上的
现代农业设备、技术“飞”入寻常百姓
家，也是推动智慧农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我市出台的《重庆市智慧农业发展
实施方案（试行）》中就明确指出，加大
对基层农技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大学生村官、返乡创业人员等群体的培
训力度。同时指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智慧农业发展，加快智慧农业成果转化
和普及应用。

垫江县砚台镇高新居委村民邬志
强就在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后，走上
了智慧农业的发展道路。

2014 年，邬志强在砚台镇流转
1100余亩土地，种植花椒和黄精，算是
当地的种植大户。2017年前后，关于智
慧农业的培训渐多，加上镇农服中心工
作人员的宣传，邬志强有了转型的想法。

“现代社会不管干啥都讲科技，不
想被淘汰就得与时俱进。”邬志强说，不
管是市、县还是镇上的培训，他都积极
参加，“交通、食宿都可以报销，政策这
么好我为啥子不去？”

培训平均每三个月一场，有传统课堂
授课，也有实地操作。邬志强掌握了无人
机操作，了解了自动喷灌、温室大棚等现
代农业设施，还学习了电商运营等知识。

2018年，邬志强开始投入资金改
换设备，在修建便道、蓄水池以及配套
自动喷灌设施时，当地政府均给予他一
半的补助，购买无人机则给他每台1.8
万元的补助。

尽管投资不小，但邬志强认为值
得。如今，基地每年可节约人力成本
30万元，且化肥、农药用量大大减少，
产值明显提升。

市农业农村委信息化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我市将以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为发展主线，聚焦信息化领
域农业农村大数据建设工程、农业农村
产业智慧化改造工程、农业农村管理服
务智能化转型工程、数字农业农村技术
创新工程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紧扣发
挥信息化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
撑作用，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加速推动我市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三大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智能化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的深度
融合，智慧农业已成为未来农业的发
展趋势。我市应着力解决哪些问题？
近日，记者采访了市农科院农业科技
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周蕊。

周蕊认为，在智慧农业中数据是
关键，应以“数据—知识—决策”为主
线，构建三大体系，解决数据从何来、
如何处理、怎么用的问题。

一是加强精准感知和数据采集
技术创新，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农
业农村信息采集技术体系。通过开
展数据采集、输入、汇总、应用、管理
技术的研究，提升原始数据获取和处
理能力。

加快推进满足农业农村需求的专
业遥感卫星研发，突破无人机农业应
用的共性关键技术，实现重要山地农
业资源环境、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
跨区域、全要素、多层次的数据采集。

二是加强数据挖掘与智能诊断
技术创新，构建农业大数据智能处理
与分析技术体系。重点加强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区块链+农业、大数据
认知分析等战略性前沿性技术的超
前布局。

通过开展共性关键技术攻关，集
成农学知识与模型、计算机视觉、深度
学习等，研发动植物生产监测、识别、
诊断、模拟与调控的专有模型和算法，
实现农业生产全要素、全过程的数字
化、智能化诊断。

三是加强精准管控与信息服务技
术创新，构建数据赋能农业农村智能
化决策与管理技术体系。重点是加强
农业农村专有软件与信息系统的整合
集成研究，研发环境智能控制系统、农
产品可信追溯系统等；提升智能装备
自主研发能力，创制一批农业智能感
知、智能控制、自主作业等智能装备；
进行数字农业标准规范研制，建立数
据标准、数据接入与服务、软硬件接口
等标准规范。

业内观点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加速涌现——

如何让现代科技“飞”入寻常农家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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