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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很多
地方都已经摆脱了
传统耕种方式，各种
高科技大显身手。
人们发现，将数字产
业扩展到农业领域，
运用先进的物联网、
人工智能以及大数
据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以下简称“新
基建”）技术对农业
的生产经营进行智
能化管理，显著地提

升了农产品品质，使
农业生产力水平得
到大幅提升。这种
生产精准化、管理可
视化、决策智能化的
新型管理模式被称
为智慧农业。那么，

“新基建”如何对传
统农业生产方式进
行智能化改造？智
慧农业到底长啥样
呢？未来又该如何
发展？

运用先进的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等“新基建”技术，对农业生产经营
进行智能化管理，带动——

“智慧”解码 农业升级

近些年，“新基建”迅猛发

展，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

引擎。在我国，信息化技术在

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很多领

域已经开始大范围的应用。

今年7月20日，农业农村

部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在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

快实施农业农村建设项目。

抓紧启动“十四五”规划安排

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积极推

动智慧农业、农业科技创新、

产业融合等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

短板。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

化司一级巡视员陈萍说：“下
一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
门，进一步瞄准农业农村现代

化主攻方向，加强智慧农业技
术的创新推广应用，攻克一批
智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广
一批数字化解决方案，再打造
一批智慧农场、智慧渔场、智
慧牧场。加快农业全产业链
数字化转型，用数字技术来优
化提升农业的全产业链。”

我们看到，智慧农业不仅

能大幅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和生产效率，也会让我们餐桌

上的食品更丰富、更安全，品质

更高。作为“十四五”时期乃至
2035 年，我国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建设内容，发展智
慧农业正面临良好机遇。给农
业插上智慧的翅膀，将会夯实
乡村振兴的数字基础，助推农
业现代化。

“新基建”助推农业现代化

这些年，除了种植和养殖
等农业生产领域，越来越多的

“新基建”相关的技术、设备被
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如今在农
产品流通和销售的环节也开始
用上了新科技。

在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的

一家超市，所有农产品上面都贴

了一个二维码，通过扫码可以清

楚地看到农产品来自哪个农场，

以及是什么时候被分拣和派送

到这里的。蔬菜上的二维码记

录了从种植、生长、加工、流通、

销售全过程信息，这样就形成了

从种植基地到销售终端全程可

追溯的农产品质量体系。

旌阳数字农业中心技术负

责人徐维说：“我们在田间地头

布了各种各样的数据采集设备，

通过这些设备实时把土壤、水

质、气象数据传输到数据中心。

同时，农户每一次播种、施肥、采

收等数据也实时更新到数据中

心，最后汇成一个二维码，消费

者通过扫码能溯源到整个农产

品生产全过程。”

农民种植过程的数据会被

实时传输到当地政府的数字农

业中心，这样的新型农业基础设

施，还用到了区块链技术，而区

块链技术的优势之一，就是数

据无法被窜改，能保证所有数

据上传实时且真实。目前在全

国，很多地方的大米果蔬等优

质农产品都用上了数字化的溯

源体系，有这样的农业新基建，

农产品有了身份证，消费者买得

也更放心。

“新基建”技术、设备
让农产品流通销售更放心

最近几年，在“新基

建”的新背景下，很多地方

在农业领域智能化的进程

中做了很多探索，从种植

到养殖，从陆地到海洋，越

来越多机械化、智能化的

装备设施被运用到农业生

产中。锚泊于黄海海域的

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

殖工船——国信1号，就是

一座移动的海洋牧场。外

表看起来像货轮，但这艘

船的船舱里有近9万立方

米养殖水体，15个养殖舱。

在养殖监控室，工作

人员可以通过屏幕监控全

船的氧气系统、投饲系统、

养殖海水、养殖光照等各

类系统运作情况，实时监

测养殖舱内水体的温度、

盐度、溶解氧和酸碱度。

“国信1号”构建了船端智

能化管控中心和船岸一体

化智慧云平台，全船监测

点对舱内水、氧、光、饲、鱼

进行集中控制与实时监

测，确保船岸一体联动，从

而实现智慧化养殖。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所长

徐皓说：“‘国信1号’是一

个全新农业生产的基本建

设平台，这样一种工业化

的生产体系，改变原来传

统的养殖方式，季节性的

方式，就是说可以在工船

上实现全年生产，每个月

都能产出，向市场稳定地

供应相应的养殖品种。”

从鱼苗入舱、投喂养
殖到运输、加工、起捕，在
一艘船上构建起了一座渔
业养殖加工厂。目前这样
的养殖工船还只是我国深
远海养殖运营试点项目，
从长远来看，这种新型农
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模式为
未来海洋渔业打开了一个
广阔的空间。

徐皓说：“这样的养殖

方式也是符合联合国粮农

组织所倡导的‘蓝色增长’

倡议，他们觉得未来人口

达到了九十亿以后，解决

人吃饭的问题，解决人的

食物问题，只有向蓝色的

海洋要食物资源。”

从种植到养殖
农业领域智能化探索越来越广泛

这几年，全国很多地

方都在利用“新基建”领

域的新技术，对传统的

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智能

化改造，建成了很多示

范性的智慧农场。未 来
这 种 现 代 化 的 农 业 生 产
将 会 越 来 越 普 及 。 跟 传
统 的 大 田 作 物 相 比 ，经
过 数 字 化 智 能 化 改 造 后
的 温 室 栽 培 作 物 管 理 更
加精细。

在北京市北三环的

国 家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园

里，这些蔬果跟常见的

大田作物有很多不同的

地方，酚醛泡沫取代了

土壤作为培养基质，而

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料

都是用水肥一体的技术

进 行 精 确 的 滴 灌 。 温

度、水分、肥料、光照、二

氧化碳浓度等与作物生

长关系密切的因素，在

这里都可以通过对传感

器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后，对环境进行自动化

调控。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

园负责人魏灵玲说：“我

们采集了大量的数据，进

行了植物生理模型建设，

通过模型制定了控制策

略。在不同的控制策略

下，我们有相对的执行机

构，比如说开天窗或者是

开遮阳或者是保温，另外

湿帘风机的启动，包括喷

雾的启动，这些都是一堆

的执行机构。”按照植物

生理模型，对环境进行精

准控制，就能保证植物能

在最适宜的环境下生长，

这样种出来的果蔬不管

是产量还是品质，都比传

统的大田种植要好一些。

目前，我国正处于传
统 农 业 向 现 代 农 业 过 渡
的阶段，尽管这种智能化
的 温 室 栽 培 项 目 目 前 还
在 推 广 阶 段 ，尚 未 普 及 ，
但这种智能化、工厂化新
型 农 业 基 础 设 施 必 将 成
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数字化改造
让作物管理更加精细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采用先进的栽培技术种植各种蔬果。

（本版内容综合CCTV-13新闻频道《焦点访谈》、新华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