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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采取超常举措抢收小麦

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番茄俊”“韭菜俏”
设施蔬菜种植
有了“新门道”

▶ 5版

“智慧麦作”让田间管理明明白白

全国科技小记者联盟
在湖南张家界开展
科普研学考察调研

▶ 2版

风吹麦浪、遍野金黄。6

月5日，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

区单集镇小麦地里，智能测

产收获机正在加速作业，一

边收割一边测产，田埂大屏

实时生成该田块的小麦产量

空间分布图，为下一季的种

植提供了一张“数字明白

图”。一旁的“麦情巡检机器

人”则搭载着多光谱、深度相

机、激光雷达、可见光等多个

传感器来回移动，像位勤勉

又专业的田间哨兵，不仅能

24小时智能巡检，还能精确

感知田块环境与作物长势。

这幅生动的现代农忙场景来

自于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

研究院曹卫星教授团队的智

慧麦作技术应用现场。

谈到掌握小麦产量的空

间分布图对于小麦种植的作

用，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

新团队副教授曹强介绍，有了

这张图，大家就能精确把握田

块中哪里产量高、哪里产量

低，便于后期分析产业差异的

原因，生成农艺管理处方，实

现小麦田间精确管理。

曹强告诉记者，智能测

产收获机在积累了长期的

作物生长数据后，还可以结

合不同的气候条件，预测不

同环境、不同位置的田块产

量，为后期的栽培管理方案

提供依据。

“麦情遥感监测技术则

利用空、天、地的立体化监测

平台，在田块、园区、区域等

多尺度上，依托监测仪、物联

网、无人机、卫星遥感及应用

系统等，实现小麦长势与生

产力的精确预测评估。”南京

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

田永超介绍。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研究院

副院长张正东表示，智慧麦

作技术涵盖小麦生产管理中

的信息实时化采集、管理智

能化决策、耕种管收精确化

作业、技术应用智慧化服务

等全流程，为规模农场的应

用推广提供了一个可嫁接、

可移植、可推广的成功模式。

（据《科技日报》）

该技术涵盖小麦生产管理中的信息实时化采集、管理智能化决策、耕种管收精确化作业、技术应用智
慧化服务等全流程，为规模农场的应用推广提供了一个可嫁接、可移植、可推广的成功模式

陕西对“三夏”抢收抢种

应急服务进行补助

全国科技报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在湖南长沙举行

本报长沙讯（袁万茂 傅仁斌 李

和平）6月1日，全国科技报高质量发

展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活动由中

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主办、湖

南科技传媒集团承办，全国科技报系

统的17家新闻单位负责人集聚长沙，

为全国科技报高质量发展建睿智之

言、献务实之策。

湖南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王瑰曙，湖南省科协党组成员、办公

室主任马文胜会见了参会的领导专

家，并陪同前往湖南科技传媒集团融

媒体中心、《第二课堂》杂志考察调研，

与会人员还参观考察了湖南科技传媒

集团湖南科技报办公区。

“在《湖南科技报》出刊5000期这

个特殊的日子，热烈欢迎各位来湘参加

此次研讨会，并诚恳希望各位畅所欲

言，对科技报高质量发展提出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研讨会上，湖南省科协原党

组成员、副主席傅爱军致欢迎辞时表

示，到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

的比例达10.56%，圆满完成了“十三

五”规划设立的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超过10%”的目标任务，但

各地发展不均衡，跟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更是有较大差距，希望“科技报人”围绕

科普事业这个主要任务和共同目标，广

泛开展以发展为目标的良好合作、以合

作为目标的互动、以互动为主要方式的

共情，提供全面科普服务，为提升全民

科学素养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副

理事长、湖南科技传媒集团董事长、总

经理蔡建文详细介绍了湖南科技传媒

集团的发展历程与基本架构。湖南科

技传媒集团以一报一刊一平台为基

础，已基本实现报、刊、网、微、端、屏的

深度融合，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广

覆盖、立体化的科技传播网络，实现最

精准、最及时、最全面的科学普及和科

技传播。“发挥专业优势，做活科普文

章。”蔡建文认为，当前是做科普的最

好时期，应充分发挥科技传媒的平台

优势、资源优势与人才优势，认真做好

做活科普文章。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副

理事长、杨凌农科传媒集团董事长、总

经理梁孝宏介绍，杨凌农科传媒集团已

经形成以两台、两报、两网、两端等自有

平台为基础，30多个第三方平台账号为

支撑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初步构建了以

移动传播为主体的新型涉农主流传播

体系。梁孝宏希望杨凌农科传媒集团

与各科技报社加强交流合作，在科普内

容共享、研学旅行等方面加强沟通、相

互学习，拓展更宽的合作领域。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副

理事长、陕西科技报社社长张西洪，现

场分享了陕西科技报社在转企改制中

的经验。他指出，如今媒体遇到较大

挑战，受人工智能冲击较大，提升人才

素质十分重要，科技报作为专业媒体，

要发挥专业优势，围绕科协平台，做好

科普文章。

（下转2版）

抢收抢种抢农时 全力以赴战“三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