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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站在农田中，看到的

都是一幅独特的图景。在我的眼

里，农业生产能插上‘数字化’的翅

膀，就是我心中的美丽图景。”四年

前，陈秋风发出这样的感慨。

陈秋风，安徽一名“90后”创

客。与一般创客不同，他将视野投

向了农村，成为一名农业数字化技

术员。不久前，陈秋风和团队踏上

了前往湖南的列车，接洽无人机管

理平台搭建与运营事宜。

“现在全国各地新农人多起来

了，农业生产方式也在发生改变。

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已经成为农业

现代化发展方向。”陈秋风说，相较

于前些年，如今从事农业数字化改

造升级的企业越来越多。

去年6月，“农业数字化技术

员”首次出现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公布的新职业名单中，这

个职业群体通过分析农户数字化

需求，给出并实施农业数字化解

决方案。

在陈秋风看来，数字赋能农

业，需要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对农业

和农民有更深入的了解。陈秋风

说，他在这方面吃过亏。2019年，

刚接触农业信息化服务的陈秋风

和团队开发了一款无人机飞防

App。农户线上下单，平台指派

飞手接单。陈秋风说，这看起来可

以实现需求精准对接，但推广时却

发现项目无法落地，“种粮大户一

般都有固定的飞防合作伙伴，而且

可以提供赊销服务，我的小程序丝

毫没有竞争力。”

经历过失败，陈秋风认识到，

不同于其他传统行业定制的互联

网管理平台，做农业数字化只有深

入农田生产一线，综合考虑当地自

然气候、作物类型、品种等多重因

素，才能设计出满足农户需求的信

息产品。

2020年，陈秋风的团队拿到

定制安徽省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农

作物重大病虫害管理平台的订

单。实现路径如何？摆在陈秋风

面前有两条路。他回忆道，一种是

传统监管路径，在所有无人机上加

装监测盒子；第二种是他们与众多

无人机厂商打通数据，以减轻植保

无人机升级成本。

陈秋风说，“对于无人机手而

言，加装监测盒子并非一劳永逸，

一旦飞行中造成无人机损坏，不仅

原有无人机会因为被改装而无法

再获得厂商质保，而且新购无人机

纳入平台监管还得再次加装盒

子。这损害机手们的利益，我们最

终选择自己与无人机厂商打通数

据，这在发展数字农业上是一件有

意义的事。”

随着农业数字化的需求日益

增大，利用数字技术打通农业“种、

产、销”全链路，推动农业提质降本

增效将成为新趋势。陈秋风说：

“让更多农民享受农业数字化带来

的便利，正是我心中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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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上海清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任利伟在操控植保无人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

版）》净增了158个新职业，

其中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

职业。数字职业的出现意味

着什么？将对就业市场产生

怎样的影响？

占职业总数的6%

在当今数字化迅猛发展

的趋势下，众多数字职业应

运而生。中国就业培训技术

指导中心主任吴礼舵介绍，

最新修订的职业分类大典共

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占职

业总数的6%。

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效

益，不少农业企业也尝到了甜

头。已经有4600万用户的北

京一亩田新农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不仅通过数字化手段帮

助农产品产销对接，还到广东

徐闻等地对当地农民进行数

字化销售的培训指导。

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欧

连维说，如今手机成为“新农

具”，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成为

受认可的新职业。“同事之间

都说，现在我们不是‘程序

员’‘客服’，是‘农业数字化

技术员’了！”

多领域存缺口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发布的《2021年北京

市人力资源市场薪酬大数据

报告》显示，部分数字职业的

薪酬水平较高。其中排名第

一的是区块链工程技术人

员，年薪中位数为 48.7 万

元，排名第二至第四位的数

字职业分别是信息安全测试

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人

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

布的《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

究报告》显示，中国数字化人

才缺口巨大。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

研究员吴玮说，人工智能、云

计算、大数据、工业设计、增

材制造、机器人工程技术等

是浙江省着力发展的主要产

业，这些数字职业在浙江需

求较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

审工作的通知，提出动态调整

职称评审专业，探索将大数据、

区块链、云计算、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技术经纪、创意设计等

新职业纳入职称评审范围；支

持各地围绕特色产业、重点产

业链设立特色评审专业，开展

专项评审。

通知要求，科学制定职称评

审标准，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

向，分系列分专业修订职称评审

标准。逐步开发专业技术类新

职业标准，促进新职业标准与职

称评审标准相衔接。鼓励从职

业标准、技术标准、行业标准中

提炼职称评审标准，将工作绩

效、创新成果、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等作为评价的核心内容。

编者按：随着互联网技

术快速发展，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技术被运用到

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数字农

业、智慧农业应运而生。传

统农业生产方式在不断更迭

的过程中，对大量农业数字

科技人才的需求激增。去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布了18个新职业，“农业数

字化技术员”便是其中之一。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是

指从事农业生产、农村生活

数字化技术应用、推广和服

务活动的人员，主要工作任

务包括收集农业生产案例、

分析数字化需求、组织实施

农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为用

户提供现场指导和技术培训

等。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被认

定为新职业，是国家对千千

万万以数字化技术或工具服

务于农业一线的工作者职业

的一种认可。

左边养鱼，右边种菜。

通过管道连接，鱼菜共生。

工厂里空无一人，只见机器

手臂来回挥舞，正忙碌地搬

运栽培盘。走进位于西部

（重庆）科学城的鱼菜共生

AI工厂，蔬菜层层叠叠，长

势喜人。

“从一颗种子到一株菜，

全程无人化作业。”重庆市农

业科学院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郑吉澍说。

在这里，靠着智能化算

法、机器视觉等数字化技术，

郑吉澍和团队构建了一套鱼

菜共生生态系统。“我们经过

近10年的研究，实现养鱼尾

水全利用、种植氮肥零添加，

氨氮转化利用率达到90%

以上。”郑吉澍说。

蔬菜架上，管道密布。

“我们这里种菜不用施肥。”

郑吉澍说，养鱼尾水经过处

理，转化为水溶性肥料，后通

过管道输送给蔬菜，被蔬菜

吸收“脱肥”后的“营养液”，

又流回鱼池。与传统的菜地

相比，大大节约了栽种空间。

小工厂藏着大技术——

在鱼池，有投喂系统，投饵机

能根据鱼的摄食需求，对其精

准投喂；有水处理系统，所有

鱼池安装传感器，能监控水

温、水深、溶解氧等情况。在

蔬菜棚里，有蔬菜物流栽培系

统，实现全程智能生产作业。

“这样一来，鱼的生长周

期缩短约一半，饵料节省约

20%，养鱼的单位面积产量

超过池塘10倍，蔬菜的单位

面积产量也是陆地栽培的

10倍以上。”郑吉澍说。

目前，该智慧型生产模

式正在重庆推广，已在璧山、

梁平等地建成6个鱼菜共生

工厂，其中，在梁平数谷农场

的鱼菜共生数字工厂预计年

产鲈鱼150吨、蔬菜40吨。

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

数字新职业，就业新选择

让农民享受数字红利

陈秋风（左）与农户一起检查冬小麦生长情况。（资料图片）

链接>>
部分新职业将纳入职称评审范围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经济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