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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在上海浦东

新区宣桥镇腰路村 5G 网络

覆盖的稻田中，无人驾驶自

动收割机在收割稻米。

无人机洒水施肥、5G无

人收割机收获金黄稻穗、早

稻改良品种国庆前就摆上市

民餐桌……一系列新科技助

力下的新技术新设备在沪郊

农场应用，为小而精的都市

农业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

新华社记者方喆 摄

新技术新技术
助力保丰收助力保丰收

近日，河南省“三秋”

农机化生产暨全程机械化

推进工作现场会在驻马店

市遂平县召开，农业农村

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最新研发成果“大豆-玉

米、花生-玉米”复合种植

机械化生产机器系统作为

演示重点受邀亮相。

在农机作业演示环

节，适宜4:4花生-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模式的一体化

播种机、专用正配置半喂

入4行花生联合收获机、4

行花生双层升运清土挖掘

收获机、牵引式4行花生轻

简型捡拾联合收获机,以

及适宜4:4、4:6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一

体化播种机、大豆（花生）-

玉米智能化同步施药机、4

行窄幅款高效低损大豆联

合收获机和6行自走式大

豆联合收获机等纷纷亮

相，其稳定的技术性能和

良好的作业效果得到了参

会人员的一致称赞。

据粮油复合种植机械

化生产关键技术研发与示

范重大科研任务首席专家

胡志超介绍，玉米大豆(花

生)除草剂不兼容，两种除

草剂相互制约，会对彼此

造成药害，更有甚者会造

成作物死亡绝产。围绕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花

生-玉米宽幅间作复合种

植的种管收关键环节，科

研团队攻克大豆-玉米复

合种植一体化条带耕播施

肥智能化联合作业、条带

分割-高低错位同步喷药

与大豆联合收获割台仿

形、柔性脱粒、高效低损清

选等关键技术；花生-玉米

复合种植宽幅间作多功能

组配一体化智能播种、按

带分施同步喷药及有效分

幅与花生联合收获高效底

盘割台适配技术、变幅对

垄自动限深起秧、多链夹

持有序合并输送、切横串

联多旋线轴流摘果等关键

技术，开发与筛选优化出

一批适用先进的粮油复

合种植全程机械化生产

技术装备，不仅解决了人

工成本问题，而且能够兼

顾玉米、花生和大豆的产

量，有效缓解我国粮油争

地矛盾,为稳粮食、挖潜

力、保供给提供了高效

能、高效率、高效益装备

和技术支撑。 (江帆)

“针对中秋节给大家

推荐两款，这一款高端大

气上档次，适合送同事送朋

友，另外一款是家庭实惠

装，适合咱们家人聚会

……”9月8日，在陕西顶端

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秦

军莉一边向网友推荐中秋

苹果礼盒，一边带领直播间

网友参观生产车间。

“就我直播间来说，浏

览量现在涨了三倍左右，日

下单量也涨到了六千单左

右。”正在直播的秦军莉不时

抬头就记者的提问回答道，

她们现在卖的最好的产品是

家庭实惠装苹果礼盒，这也

是许多买年卡客户的首选。

在生产车间，到处洋

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流

水线上一筐又一筐的苹果

不断地从冷库里运出，经

过自动选果线的清洗、消

毒、筛选、分级，被输送到

包装台前。工人们麻利地

准备着礼盒，折好的一摞

摞纸箱高过人头，200多名

工人熟练地给苹果包防护

网、贴标签。多名女主播

现场通过直播平台进行销

售。几辆叉车穿梭于车

间，将贴好订单的货物运

向出货口。

“我们从10天以前就

开始大量备货了，工作人

员也增加到现在的200多

人，直播团队也是24小时

轮班来直播推销洛川苹

果，现在每天的发货量基

本在5000件左右。”负责

新媒体营销的赵锋锋告

诉记者，为了抓住中秋、

国庆销售黄金期，公司根

据苹果大小、糖度、色泽、

数量等，将苹果分为商务

尊享、礼尚佳品、白领专

享、惊喜试吃装、菩提、贵

族家享等六大类，设计了

多款紧跟潮流、不同规格

的礼盒包装，满足各类消

费者的需求。

与此同时，在各个村

庄的田间地头也是热闹非

凡，不仅货车往来不断，还

有不少客商扎堆在这里，

储备苹果。

“今年洛川苹果普遍

个头大、色泽好、口感好。”

正在菩提镇采购中早熟苹

果的客商宋玉照对洛川苹

果赞不绝口，他一早就做

足了准备，“我目前订了

7.5 万公斤，昨天发了一

车，今天发一车，明天准备

发两车赶往八月十五到达

市场卖个好价钱。”

记者在苹果产业管

理局了解到，为了应对中

秋、国庆采购高峰，洛川

县多家涉果企业提前做

好苹果供应，保证市场供

应充足。经统计，全县苹

果总产量 101.9 万吨，其

中早中熟苹果 18.84 万

吨，目前早中熟苹果整体

销售进度达86%。

机械化新技术支撑复合种植
促进稳粮增油

陕西洛川苹果销售迎来“黄金档”
水果礼盒受热捧

雷蕾 侯翠 全媒体记者 张小雄

（上接1版）
围绕省级现代农业重点产业链，县域农业特

色产业，全面宣传陕西全省特色现代农业产业新

成就，深入报道发掘各级各部门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典型经验。《意见》同时提出，

支持《农业科技报》及时做好各类农情和重大病虫

害信息、动物疫情信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信

息、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的准确发布工作；及时做

好国家有关水利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宣传

报道，共同开展各类水资源保护工作、节约用水、

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农村水利以及防灾减灾

等信息的准确发布工作；及时做好造林绿化、森林

资源保护、防火抗旱、荒漠化防治、安全监测等信

息的发布报道工作，同时联合开展各类林业相关

培训工作。《意见》鼓励各地农家书屋订阅采购《农

业科技报》及其编印的致富图书，引导群众下载用

好“强农App”。支持《农业科技报》面向农村扩大

发行覆盖面和加大“强农App”推广力度，建立“百

报村”，提升投递质量。

在支持《农业科技报》服务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方面。《意见》提出，要抢抓种业创新驱动发展机

遇，将《农业科技报》作为陕西省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的宣传与服务载体，进一步扩大全省优良

品种的示范推广效益。支持《农业科技报》开展集

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农业经

理人、电商带头人和农村实用人才等培训跟踪宣

传，扩大影响，树立典型，提高基层干部和农民群

众的能力素质。整合各地农科专家和农技推广人

员资源，组建乡村振兴专家智库，支持《农业科技

报》农科专家服务中心建设，开展强农 App“线

上+线下”专家问诊咨询服务活动，解决农民群众

种养难题。

在支持《农业科技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推广方面。《意见》提出，要以秦创原创新驱

动平台农业板块建设为依托，支持做强做大《农业

科技报》“媒体主导农技推广模式”和强农 App

“互联网+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加速推进农业科

技协同创新和示范推广。将《农业科技报》为农服

务工作纳入全省科技扶贫工作和农村科技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一批具有科技示范引领作用的

乡村振兴科技示范村（基地），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和推广。陕西省级有关部门联合支持《农业科技

报》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举办科技特派员经验交

流、成果展览、科普宣传等活动，展示工作成就，推

广新经验、新技术、新成果。

在支持《农业科技报》助力陕西乡村全面振兴
方面。《意见》提出，鼓励供销系统通过《农业科技

报》开展农产品、农资线上线下宣传营销，助力“农

产品上行”和“农资下乡”双向流通，满足群众生产

和生活需求。鼓励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工作中，用好《农业科技报》、强农App，不

断提升陕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工作的宣传成效。鼓励陕西省级有关部门联合

《农业科技报》开展“美丽中国·最美护林员”推荐

评选活动，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开展乡村节

水主题活动，组织策划“陕农优品”特色农产品品

牌宣传营销行动，助力陕西省农业品牌培育和市

场营销。

《农业科技报》是杨凌农科传媒集团重点打造

的涉农新型主流媒体，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的、全国唯一面向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基层农民

群众服务的科技类涉农党报，根植农科教资源优厚

的杨凌示范区20余年，构建“报网端微视”全媒体

传播矩阵，搭建“十大为农服务平台”，创立“媒体主

导农技推广模式”，成为陕西省开展对农宣传、科技

普及、农技服务、示范推广和合作交流的重要载体，

是陕西省服务基层农民群众的主要舆论阵地。

加强“三农”宣传服务工作，是做好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意见》的出台，将为杨凌农科传媒集团加快推进

媒体融合发展，打造全国一流涉农新型主流媒体

旗舰提供强大的动力。

（杨凌农科传媒集团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