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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农时不等人。眼下，广大农民、
农技专家、基层干部等正在田间忙碌，为保障粮
食丰收辛勤耕耘。

农田里藏着哪些高科技？如何依靠科技促进
增产增收？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农田里的科技范儿。

北斗助力智慧农机成种田好帮手
伴随旋翼的嗡鸣声，10 架植保无人机低空掠

过，雾化后的药物均匀地落在青青的麦苗上。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外沟村的麦田

边，马红光指了指手机屏幕：“你看，今年加装
了北斗系统的无人机好用多了！喷药精准无死角，
大大节约用水量和农药使用量。”

马红光是襄阳绿谷丰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他说，相比传统农机，智能农机人工
成本更低，作业更精准，已成为农民种田的好帮手。
“有智慧农机助力，今年我拿下了 1 万亩有机小
麦的订单。”

记者在多地采访看到，有北斗导航系统的农
机前两年还是“稀罕物”，今年已成了很多地方
农机智能化的新装备。

在河南省滑县万古镇杜庄村，种粮大户杜焕
永说有了北斗系统的帮助，播种机让作物种得更
整齐，能精准实现穴播，既节省了播量，又提高
了作业效率。

在湖北省监利市黄歇口镇精华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毕利霞打开手机上的 App，搭载
北斗系统的无人机、插秧机等，实时飞防、插秧
作业一览无余。

在黑龙江，单个生产环节的无人作业近几年
在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有限公司已相继开展应用，
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技术人员于铁龙说：“今
年我们将在 15000 亩土地上，首次实现水稻全生
产过程的无人化作业。”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春耕备耕农
机装备精准智能化是一大特点。截至去年底，全
国有北斗定位作业终端的农机装备已达 60 万台，

让种田变得更加智慧。
从种子开始打好丰收基础
“有专家‘支招’，种出来的小麦就是不一

样！”3 月 24 日，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河沙镇苗
庄村的农户苗增海看着茁壮的麦苗，喜上眉梢。

原来，苗增海与邯郸市农科院“攀上亲”，
种植的邯麦 19、邯麦 24，都是农科院专家培育出
的小麦新品种。

“邯麦 19 的特点是广适、高产、稳产，已在
冀晋鲁3个省份推广；邯麦24的特点是矮秆、大穗、
抗倒伏，在河北省中南部很受欢迎。”国家小麦
产业技术体系邯郸综合试验站站长、邯郸市农业
科学院刘保华研究员介绍。

苗增海信心十足：“我们种植的是小麦良种，
施用的是有机肥，用的是农科院的技术，产出的
是优质小麦种子。这种小麦良种比普通小麦一斤
能多卖 0.2 元。”

良种是丰产丰收的基础。各地从“小种子”
入手，着力满足支撑农业新需求。

叠盘暗室育苗车间内，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
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对智能控制系统和数据
平台进行测试，过几天就开始水稻催芽。叠盘暗
室可以提供恒温恒湿环境，为水稻种子创造了最
佳生长空间，催芽时间也从七八天缩短到48小时。

种植户刘永兵告诉记者，这样催出来的芽，
成苗率提高了 5% 左右，节省了种子。新技术还
能有效避免早播低温对水稻种子和秧苗的影响，
为后期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打下基础。

“今年有了这项新技术，水稻育秧就放心了。”
刘永兵说。

农业农村部的信息显示，今年要加快粮油优
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提升科技对稳
粮保供的支撑引领作用。同时，开展种子市场检查，
严把种子质量关，确保春季生产用种安全。

防灾防病害促增产丰收
河南省商水县建成的 5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不仅配备自动化浇灌设备，让种田更省力，
还有一项“黑科技”让种粮大户邱守先更省心。

小麦的常见病害通常由孢子传播，示范区的
孢子信息自动捕捉培养系统能随时捕捉农田周围
大气中的孢子，对其进行培养，机器自动将结果
上传至后台服务器。当地植保技术人员将评估鉴
定结果通过手机 App 反馈给农户，农户通过手机
就可以远程调度防控设备及时采取措施，预防病
害。

有了科技支撑，邱守先通过手机就可以实现
对 2000 多亩农田的植保、灌溉和病虫害防治等场
景的管理。

气象灾害、病虫害等，是粮食丰收的“拦路
虎”。各地借助科技力量，让气象灾害预警更精细，
病虫害防治更及时。

在河北省宁晋县科优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麦田边，无人机正在进行病虫防控和化学除草作
业。

合作社负责人柳义龙介绍，宁晋县农业农村
局在地头建了农作物病虫监测站，能随时监测农
田苗青、墒情、病情、虫情，预测预报病虫发生
种类及趋势，这次喷药就是根据县农技人员建议
实施的。

宁晋县还建立田间气象观测站点 19 个，覆盖
全县 109 万亩农田，可对田间温度、雨量、地温
等 10 个气象要素实时监测，预测变化，为农户提
供天气预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服务，及时指导
农民进行田间管理，帮助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
失。

气象专家预测，今年 4 月到 5 月，气象条件
总体有利于冬小麦后期生长和产量形成。记者从
中国气象局获悉，后期气象灾害预警将进一步精
细化到乡镇、传播到村到户到人，切实发挥好气
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记者高敬、白明山、
侯文坤、李鹏、王建、韩佳诺）

一年之计在于春丨看！农田里的科技范儿

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63周年

3 月 28 日，西藏博物馆，来自日喀则的 78 岁老人布次仁为前来参观的学生们讲解。（次旺 摄）

3 月 8 日，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招贤乡仓头村农民
在麦田间用植保无人机喷洒除草剂。
新华社发（徐宏星摄）

【中国日报网】2022 年 3 月 28 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市民参观西藏博物馆。
当日，西藏各族各界代表聚集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升国旗，唱国歌，共同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63 周年。

3 月 24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现代农
业示范基地，农民进行小麦赤霉病防治作业。
新华社发（左学长摄）

3 月 17 日，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贾宋镇宁营村，
气象局工作人员和农民在麦田查看土壤墒情。
新华社发（张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