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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重庆植
物保护学会秘书长、西南大学植物保护
学院孙现超团队研发出一种叶面吸附
力强、抗菌效果好的新型纳米复合凝胶
材料。该材料既可在低铜浓度下实现
对植株叶面的长效保护，促进植物生
长，还具有较好的抗雨水冲刷效果。相
关研究成果已于今年2月在期刊Pest
Management Science（农林科技领域
国际期刊）上在线发表。

夏季是病虫害高发期，需要农药防

治。南方地区夏季多雨，农药很容易被
冲刷掉，不仅无法发挥作用，还容易造
成土壤环境污染。孙现超介绍，他们通
过温和的反应条件，利用生物可降解材
料制备出一种具有纳米尺寸的水凝胶，
该凝胶具有较高的叶面黏附强度，“将
抗病毒化合物包裹在纳米凝胶中，喷洒
在农作物叶片表面后，凝胶使得农药有
效成分附着在作物叶片上，以可控速度
长时间缓慢释放。”

为全面加强全区经济部门的统计
业务知识，提升经济运行监测和分析
能力，保障全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前不久，潼南区统计局组织召开全区
部门统计业务专题培训会议，以“如何
适应新形势下的统计”为主题，解读相
关统计法律法规，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统计方法制度改革方案，系统培训
统计业务知识。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学
习、用心消化吸收本次培训会的相关
内容，要立足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
强沟通，进一步实现数据、信息共享；
要着眼长远，夯实基础，扎实推进企业
电子统计台账建设工作；要坚持依法
统计、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精准统

计，统准统实统全，切实提升数据质
量，为服务区委、区政府重大战略决策
提供坚实保障。

“统计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
表，是进行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的重要
依据。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工
作的中心任务，是统计事业改革和建设
的最终目标。”潼南区统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该局坚持不懈地狠抓专业统
计，认真规范企业基层基础，扎实做好
专业报表工作，确保统计数据质量。

该局按照《重庆市企业电子统计台
账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积极引导企
业依法依规开展电子统计台账工作，做
到台账数据科学规范、有据可循，并基
于台账报送统计数据，以提高统计数据

质量。同时，严格执行国家统计报表制
度，按照《潼南区统计业务流程工作制
度》《潼南区数据质量监控办法》，规范
专业统计数据采集、报送、审核过程，确
保报表数据查询、核实同步到位。

去年，为高质量完成人口抽样调
查，该局积极与公安、卫健等部门沟通
协调，做好“两员”业务培训，加强调查
各阶段的数据质量控制。为及时、完
整、准确地完成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
报发布工作，该局反复校对公报数据，
编印了2期《重庆市潼南区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公报》，从全区人口数量、结
构、分布以及人口性别构成、人口年龄
构成、人口受教育情况、城乡人口和流
动人口情况及分镇街人口数据对潼南

区人口普查情况进行公开发布，发布后
精心做好数据解读，积极营造人口普查
数据宣传解读的正面舆论氛围。

今年以来，潼南区统计局坚持稳步
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抓实抓细常规统
计，做好农业、工业、建筑业、商贸、服务
业、房地产业、科技研发、创新、基本单
位名录库等专业统计，认真开展专项调
查、常规调查和民意调查，确保源头数
据质量；有序推进企业电子统计台账，
按照市局统一安排部署，压实工作责
任、细化目标任务、加强业务指导、完善
配套措施，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科学性。

通讯员 杨维 本报记者 何军林

潼南区统计局：狠抓专业统计 确保数据质量

本报讯（记者 张廉）让手机成为
新农具，让数据成为新农资，一个上千
亩的农场，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全视
化管理农场、管理农事，一键远程操控
施肥、浇水……

近日，记者从重庆坤典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坤典科技”）了解到，
该公司打造的坤典智慧农场系统已在
浙江、广东、湖北、贵州、四川、山东、上
海等地实现落地应用，服务超过1000
家客户，服务农地面积超过1万亩，效
率比人工提高了5倍以上，平均增收
超过50%。

据了解，该系统将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融入农业，
提升农业精细化管理水平，助力乡村
振兴。

“通过我们的系统，农民只需要一

部手机进行农事决策，远程可视化进
行巡检、观察生长情况、灌溉、施肥、除
虫等工作。农地里再也不需要大量人
工，减少了农业劳动力，农业也从‘靠
经验’种植逐步转变升级为‘靠科学’
种植。”坤典科技创始人兼技术总监涂
坤说。

据介绍，该系统部署各类无线传感
器和网络传输设备，可实现气候监测、
土壤墒情、水肥一体、虫情测报、品质溯
源等应用。系统对实时监测数据进行
存储和智能分析决策，掌握各类农产品
的种植特点，精准把控其不同的农时周
期，从而实现农业全流程管理、物联网
远程监测、大数据智能分析、农产品溯
源管理等功能，不断激发农业生产的新
活力。

坤典科技打造的水肥一体的喷灌

系统，就是以智能化赋能农业生产的一
个缩影。

记者在大屏上看到，一整块地被划
分成了不同的种植区域，一部手机或者
一台电脑控制着肥料存储装置、水肥一
体化设备、蓄水池等，土壤PH值、水分、
温度等农场数据清晰可见。

“因为每种农作物对施肥、灌溉的
要求不同。传统农业种植浇灌完土豆
再来浇灌玉米，还得根据不同的农作物
调整肥料配比等，费时费力。”涂坤指着
屏幕说，现在智能化可以根据不同地
块、不同种植物进行自动浇灌。

比如发现玉米地块土壤有些“口
渴了”，系统就会自动启动进行浇灌；
发现土豆“青春期”到了，就会补充施
肥，增加营养。这样一来，通过物联网
技术实现了生产和管理的精准化、实

时化，生产效率和质量也就得到了提
高。

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保障消
费者切身利益，系统利用区块链技术，
打造了农产品产销追溯体系，从种植、
生产、加工包装、流通，到抵达消费者菜
篮的全过程，实现一物一码全程跟踪。

“这将提升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
信任度，满足居民对健康消费升级的
需求，进而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涂
坤介绍。

同时，坤典科技还打造了现实版
“开心农场”，消费者可以通过小程序实
现对菜园、果园、牧场等品类的认养，平
台为消费者提供订单农业，生态农业、
托管代种、自行耕种等多种形式的定制
服务，形成城市耕种的新模式，让“土
地”到“餐桌”直接对接。

重庆坤典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坤典智慧农场系统

千亩农场实现一键智能管理

研发新型绿色纳米农药

郑渝高铁重庆段进入运行试验
阶段。4月22日，列车行驶在郑渝高
铁线路上。

郑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中沿江通道和呼南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通车后，中原
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
江经济带联系将更加紧密，对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助
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新华社发 罗文武 摄

重庆植物保护学会
西大植物保护学院

最近，一种使用寿命更长、更环保，
历经数百次充电放电仍然性能稳定的
新式钠硫电池问世，这种电池有望取代
目前广泛使用的锂电池。

据专家介绍，目前广泛应用的锂离
子电池，不仅原材料锂和钴储量有限，
而且对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钠
硫电池使用的原材料钠和硫更便宜、更
容易获得、更环保，钠可从海洋中获得，
硫在自然界中分布较广。因此，钠硫电
池堪称“梦想电池”。

科学家经过 20 年的钠硫电池研
究，不仅解决电池充电、放电系列关
键技术，还攻克了钠电池中的常见问
题——电池阳极上会生长出针状结构
树枝晶，导致电池迅速老化、出现短路，
甚至起火爆炸等重要难题，为钠硫电池
的应用铺平了道路。

目前，经过大量的实验，钠硫电池
历经 300 次的充电放电循环，仍然表
现出稳定的性能。科学技术的创新让
钠硫电池替代传统锂
电池开辟了新的应用
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