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白明山、赵鸿宇、郭雅
茹）在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曲辛庄村南的一片麦
田里，王龙龙正操作一架植保无人机进行测绘作
业。“受去年雨水较多影响，这里小麦晚播 10 多
天，需要进行‘壮苗’管理。”王龙龙说，无人机正
在测绘小麦的实际区域地图，为后期精准防控
做准备。
　　王龙龙是任泽区沃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社员，也是一名植保无人机操作员。王龙龙说，
无人机打药高效便捷，但无差别均匀喷洒造成
一定的浪费。我操作的这架无人机可在喷药前

“开处方”，实施“靶向施药”。

　　何为“靶向施药”？王龙龙说，无人机配
备高清摄像头、导航系统、自动飞行和避障
等系统，可自主飞行拍摄、监测农作物健康
状况。经过农田影像分析后，自动生成施药
方案，变原来的“均匀喷洒”为“靶向施药”。
　　“夏粮丰收，全年主动。抓好春季小麦病虫
害防控工作，全年粮食丰收有希望。”邢台市任
泽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贾峰介绍，目前全区创建
了 6000 多亩小麦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示范
区，确保粮食高质量丰产丰收。
　　科学防控，稳产增产。在任泽区澧湾种植专
业合作社，高空测报灯、太阳能杀虫灯、频振式

杀虫灯等设备，成了病虫害的“克星”。
　　“接到‘病虫情报’后，打开高空测报灯，
当诱捕桶里出现害虫时，就说明需要防控
了。”澧湾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占波说，
高空测报灯能提前预测迁飞性病虫害，实现
早防早控目的。
　　“我这片地里安装了 1 台虫情测报灯、1
台高空灯、20 台太阳能杀虫灯等设备。病虫
害发生比以前轻多了，少打 1-2 遍农药。”邯
郸市磁县青武家庭农场负责人孙槐胀说，这
得益于当地推行的绿色防控技术。
　　“我们实施农药减量控害增效行动，加强

病虫害检疫监测体系建设，增置监测设备，应
用绿色防控技术，实现精准施肥。”磁县农业
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李树洋说。
　　磁县在全县设置了 10 个田间监测站，50
个村级网点，聘用了专兼职村级植保员。据
悉，全县已连续 6 年实现农药使用量“负增
长”。
　　河北省推进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推广
机制创新，满足不同生态区域、不同作物病
虫害绿色防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吸收应用新
的绿色防控关键技术，让绿色防控信息到
村、服务到人、技术到田。

　　新华社合肥 3 月 23 日电（记者王菲）江南
三月，草长莺飞，正值长江中下游地区春耕的关
键时节。
　　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沈弄村的“智
慧芜湖大米”生产示范基地，芜湖金晨蔬果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军打开手机里的“中联智农
云”，教记者如何查看土壤墒情和肥力。从以往
的“手忙脚乱”到如今熟练地“云”上巡田、远程管
理、工厂化育秧，数字技能的掌控，让这个从小在
农村长大的“田把式”多了一份从容和自信。
　　从“靠天收”到“慧”种田，随着 5G、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推广运
用，智慧农业日益成为中国新农人的“金扁担”。
　　“智慧农业让种田省时省力。水稻田里安
装了物联网传感设备和小型气象站，通过数据
分析，不用下地就知道哪块田要用多少肥，准得
很！”汪军笑着告诉记者，利用数字化和机械化，
每亩水稻的种植成本至少节省了 50 元。今年
春耕，他还准备用 AAA 信用户获得的 50 万元
授信贷款，再添置几台智能农机装备，进一步提
高种粮效益。

　　高标准农田里种水稻、低洼易涝地栽莲
藕、公路边发展葡萄等经济作物……春天里的
沈弄村呈现一派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景象。
　　“乡村要振兴，咱不能蹲着墙角晒太阳。”
一提起乡村产业发展，50 多岁的沈弄村党总
支书记赵永革眼睛发亮、快人快语：“我们村
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智慧农业。村里以
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2021 年村集体收入突破
100 万元，今年争取再上一个新台阶！”
　　“端牢中国饭碗，离不开科技支撑。”繁昌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军说，以创建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为契机，繁昌区加快科技强农、机械
强农。在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同时，打造“数字
农田”，完善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平台等
数字新基建，提升农业全产业链智能化水平，
助力乡村振兴。
　　全自动粮食烘干设备、无人机、插秧机、旋
耕机……在繁昌区平铺镇的宏庆农业机械合
作社，记者看到，40 多台现代化的农机装备

“整装待发”，为春耕生产准备的肥料堆放得整

整齐齐。
　　“利用这些现代化的农机装备，合作社为
周边 5000 多亩农田提供从种植到加工全程
农事服务。这几天我们正在为育秧做准备。”
在宏庆农业机械合作社负责人曹晶晶看来，
农业机械更新迭代非常快，数字化、智能化、
无人化是大势所趋。
　　眼下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在繁昌区荻
港镇桃冲村的数字青梅基地，万株青梅也进入
挂果期。
　　“春季是青梅生长的关键期，防治病虫害
很重要。系统通过大数据采集分析，可自动对
病虫害进行预警提示，保障青梅品质。”基地负
责人陈勇指着数字青梅品控大数据中心平台
告诉记者，“我们与当地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签订订单生产合同。等到 5 月青梅成熟采
摘后，这些青梅将会被直接送到智能生产车
间，加工成各种好吃的青梅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那时，咱们的青梅身价可又大不一样喽！”
　　遥感卫星、地下传感设施、智能农机构建
起“天空地”一体化信息感知网络。科技与农

业深度融合，协同描绘绿色、高效、智能的现
代春耕图。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内，智能农机装
备工程实验室科技融合部部长张丹奇和他的
同事们通过“云端”关注着位于繁昌区的实验
基地情况。
　　“农业大数据和智能化农机装备是现代农
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我们针对现代农业‘卡脖
子’问题开展科技攻关，在长江中下游的水稻
种植区选择芜湖市繁昌区建设全程机械化、智
能化的‘无人农场’，搭建农业大数据平台，通
过数据建模构建‘农业大脑’，打造面向未来
的智慧农业新样板。”张丹奇告诉记者。
　　农业数字化加快向产、供、销全产业链渗
透，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利落的短发、甜美的笑容，趁着大好春光，

“80 后”“新农人”陈明在农场里开始了农产品
直播带货。“通过数字化传播，把家乡的‘智慧
芜湖大米’‘数字青梅’等优质农产品销售到全
国各地，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农业，带动乡亲们
共同富裕！”陈明说。

靶 向 施 药·测 虫 有 灯·杀 虫 用 灯
绿 色 防 控 病 虫 害 让 河 北 麦 田 更“葱 绿”

智 慧 大 米·数 字 农 田·无 人 农 场
在 安 徽 繁 昌 体 验 智 慧 春 耕 的 N 种“姿 势”

　 　 新 华 社 贵 阳 3 月
23 日电（记者向定杰）春
分刚过，云贵高原绿意盎
然。素有“八山一水一分
田”之说的贵州，山坳里
不再寂静。
　　纵横来回的拖拉机，
此起彼伏的轰鸣声……
来到贵阳市修文县六屯
镇长田村一处稻油轮作
基地，原野阡陌上，金黄
的油菜花间，农机手正操
作着机械辛勤耕作。
　　“这 3 台 拖 拉 机 都
是我带来的。”在这场市
里办的春耕现场观摩会
上 ，修 文 县 远 泽 农 机 服
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 张 远 泽 说 ，近 段 时 间
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订
单 ，一 直 处 在 马 不 停 蹄
的状态。
　　张远泽的合作社在
当地小有名气。他从事
农机服务已经 10 年，无
论是天上飞的无人植保
机 ，还 是 地 里 跑 的 插 秧
机，他样样都有。
　　“我们这里石头多、
地 块 小 、田 坎 高 、坡 度
大。”一开始卖农机，张远
泽心里就明白，只有重点
发展适宜本地的小型农
机才有出路。
　　近年来，在购置补贴
等政策支持下，他的生意
越 做 越 大 ，目 前 已 拥 有
3 2 个 农 机 手 、7 0 余 台

（套）机械设备，每年耕、
种、收的土地面积达上万
亩，服务范围覆盖全县及
周边地区。
　　最近，市里还组织了
一场春耕生产机械化的
培训，一些现代化农机演
示让张远泽开了眼界。
　　“一套设备就要 90
多万元，是纯进口的，有
机会我也要引进一台。”
对于土地精耕机，他印象
尤为深刻。在讲解人员
口中，这套设备能改善土
壤种植条件，促进农户增
产增效。
　　和张远泽的事业一
样，山地农机的发展也正
迎来春天。在贵阳市人
民政府支持下，修文县正
在建设贵州山地农业机
械装备产业园，目前已建
成 展 示 交 易 中 心 、研 发
中心。
　　修文县农业农村局
党委委员李银波说，当地正在农业领域推广
全程机械化、全程托管模式。
　　他以水稻种植为例算了一笔账，如果种子、
农药、肥料农户自筹自购，耕田整地、育秧、插
秧、打药施肥、收割等环节，农户自行耕种一亩
地成本大概要 900 元，但交给公司托管，农户只
用出资 400 元。
　　贵阳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6 日，全市已投入农机具 3.99 万台，机
耕面积 61.89 万亩，春耕生产正有序推进。下
一步，当地将继续抢抓农时，加快山地农机新
机具、新技术推广应用。

  ▲在贵州省从江县洛香镇上皮林村，
农民驾驶农机在翻耕稻田。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山
乡
机
声
隆

从
农
机
服
务
队
看
贵
州
春
耕
新
变
化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梁冬、唐铁富）春
耕备耕时节，本应是农户最忙碌的时候，然而黑
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龙泉镇群富村的一些
农户却很悠闲：农资、化肥有“农管家”合作社统
一采购，根本不用自己操心；到了播种的时候，
种子也有人保质保量地按时下到地里……这种
悠闲得益于当地涌现出的“合作社+农户”的土
地托管模式。
　　“以前一个人种十几亩地，一年到头也就挣
一万多元。现在把地托管出去，不但轻松了，还
能在合作社打工，一年能多收入三四万元！”群
富村村民史振国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黑龙江农民像史振国

一样把土地托管给合作社，当起了“甩手掌
柜”。由于土地托管从种到收全程规模化、集
约化、机械化，不仅省时省力，还进一步降低
了种植成本，提高了亩产效益，让农户不仅能

“保收”，甚至可以“增收”。
　　龙泉镇党委书记马春成介绍，今年群富
村增产现代农机合作社为全村的 2.1 万亩地
提供社会化服务，带动 350 多户农民走上致
富路。
　　“以往备春耕时最愁的是自己采购种子、
化肥，价格贵不说，还可能买到假货，现在这
些完全由合作社代劳，不仅价格便宜，还能保
证质量。”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灯塔镇敏三

村村民齐全说。
　　齐全家里有 30 亩地，今年全部托管给
了合作社。“土地托管后，我能多收入 6000
多元。自己搞养殖，抽空再出去打工，每年还
能多赚四五万元。”齐全说。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胜利乡二
龙村，宏润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在紧
锣密鼓备春耕，购买农资、检修农机具、签订
土地托管协议……合作社院里异常忙碌。
　　二龙村村民苗春雨早早来到宏润玉米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议室，看了土地托管合
同后，他二话没说便按下了手印。“我都在这
个合作社做土地托管好几年了，非常信任他

们。”苗春雨边说边给记者算了笔账：如果自
己种地，种子、化肥、农药、机械、收割等各种
费用加起来一亩地需 400 元左右，一年一亩
地平均收入也就 600 元钱。
　　“土地托管以后，一年一亩地保底给
1150 元，而且合作社统一使用优良品种，产
量高，去年玉米亩增产 200 斤呢！”苗春雨
说，今年还准备在这个合作社当司机，预计一
年又能多收入 3 万元。
　　“我们合作社今年打算把土地托管面积
增加到 4.1 万亩，为更多农户做好服务，为乡
村振兴贡献合作社力量。”泰来县宏润玉米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洪彬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记者李云平）春耕时节，
内蒙古河套地区农田连畴
接陇、机声隆隆，广大农户
抢抓节令播种小麦，种粮
增收信心满、干劲足。
　　连日来，在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干召庙镇黄羊村
小麦套玉米农业标准化种
植示范园区，村民驾驶着
小型播种机在田间穿梭，
饱满的麦种和高效的肥料
一起均匀播撒到地里。
　　村民温永军告诉记者，
今年他抓住村里打造农业
示范园区的机会，把 108
亩耕地全部种植小麦等粮
食作物。他说：“我们种的
小麦品种好、产量高，每亩
还能享受到 450 元的种植
补贴。我们已经与企业签
订种植订单，价格为 3.6
元/公斤。初步估算，每亩
小麦的综合纯收入能达到
1000 元以上。”
　　据干召庙镇镇长乔晓
庆介绍，今年全镇小麦种植
面积约 5 万亩，采取集中连
片、规模化种植，预计每亩

小麦化肥用量减少 5 公斤左右、农药用量减少
20% 左右、耗水量减少 15% ，产量比过去增加
5% 以上、增收幅度超过 8%。
　　记者在临河区新华镇新乐村万亩高产高
效粮食生产综合示范园区看到，农机手驾驶
拖拉机进行耕作，依次完成播种、掩种等工
序。正在检查播种效果的村民吴二海向记者
介绍，在全市推广使用绿色种植技术的引导
下，他们正在控肥增效、控药减害、控水降耗、
控膜提效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高小麦品质。
　　吴二海告诉记者，今年他家 395 亩地全
部种小麦，综合种植补贴、订单销售等收益，

“每亩地纯收入 1000 元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巴彦淖尔市地处北纬 40 度农作物种植黄金
带，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黄河灌溉水量充
足，被誉为“塞外粮仓，天下厨房”。巴彦淖尔市
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张华告诉记者，今年，巴彦
淖尔市鼓励支持广大农户、种粮大户集中连片
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预计农作物
播种总面积达 1150 万亩，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增
加到 550 万亩以上。
　　张华说：“我们把各项惠农政策不折不扣地
落实到乡镇、到农户、到地块，提高农民的种粮
积极性，确保划定的 553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全部种粮，继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
　　据了解，在实施种植补贴政策的基础上，
今年内蒙古河套地区将惠农项目向小麦集中
连片种植区域倾斜，加大支农惠农力度，提高
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稳粮增收、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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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有了“农管家”，农民备耕有点儿闲

  ▲ 3 月 23 日，在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林坑村，种植户在小麦地里挖沟渠排水。这里的 600 余亩土地在 2021 年经过“非粮化”整治和集中流
转变成了麦田，当前种植的小麦长势喜人。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围绕耕地保障、农民增收、产业延伸、生态赋能等方面全力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积极打好

“连片流转、直接清退、优化调整”组合拳，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为村集体增收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为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新华社 记 者 徐昱摄

杭州临安 ：“非粮化”整治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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