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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

“智慧农业作为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的重要抓手，尽管近年来有了快速发展，但
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全国政协委员、民盟
新疆区委会主委张慧说，推动智慧农业落地，要
有逐个攻克难点堵点的决心。

“当前，乡村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覆盖率
还有待提高。如果电力、物流、网络、通讯等基
础设施配套跟不上，是发展不了智慧农业的。”
张慧建议，要加强智慧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智慧农业基础平台。

韩秋香认为，没有足够的大数据支持，也会
制约智慧农业发展。“现在我们国家的大数据平
台大多是国家级和省级层面的，而县级才是跟
农村联系最紧密的层级，因此，大数据平台还应
该下沉。同时，要建立数据合作共享机制，建设
大数据公共平台底座，打破‘信息孤岛’现象。”

智慧农业的研究成本、建设成本和使用成
本也是影响其普及度的关卡。京东集团技术委
员会主席、京东云事业部总裁曹鹏建议，设立专
项补贴资金，用于对购买和应用智慧农业技术
装备的农民和农业企业进行补贴。还可以结合
专项补贴的实施，加强对农民和农业企业的技
术培训和指导。

廖玉英提出，在智慧农业关键技术、核心零
部件、智能装备等领域应加强自主研发和推动
国产化，这有利于降低成本。

人的作用也是智慧农业应用中不可忽视的
因素。廖玉英建议，要完善涵盖研发人员、农技
推广人员、农业从业人员的一整套智慧农业人
才培养、知识培训体系。

“在国家层面，需要加大经费研发投入；地
方政府和农业主导部门需要加强示范、试验和
推广工作。”陆弟敏认为，智慧农业在具备一定
条件和基础的地区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形成成
熟的技术模式后，把成本降到老百姓可以承受
的程度，就可以在全国面上普及推广应用。

“智慧农业正在路上。”韩秋香说，“可能现在
大家看到的还只是点状的‘盆景’，有政策引领、科
学部署、多方推动，它终将成为连片的‘风景’。”

“植物工厂”、智慧养鸡场、智慧化鱼塘……
近年来，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正在深度融
合、加快迭代，覆盖种植、畜牧、渔业等各行业，
贯通生产、加工、流通、经营、管理、服务各领
域。广西兽医研究所副所长廖玉英认为，发展
智慧农业，不同地区都有潜力，不同行业都有前
景，大、小农户都有干头，关键是要根据各类场
景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

“打开手机里的相关App，随时随地都能收
取果园上报的信息掌握果树长势和病虫害信
息，指导农户‘对症下药’。”广西百色市田东县
农业农村局芒果试验站站长陆弟敏拿起手机向
记者展示着智能化为农业生产带来的便利。

陆弟敏表示，芒果产业引进智慧农业技术
后，不但可以实现精准施肥、精准灌溉，还能对
芒果生产环境、生长过程、采收、加工等各个环
节进行监测和管理，由此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优

质和可追溯，拉近农产品与消费者终端的距离，
从而提高芒果的市场竞争力。

在畜牧养殖领域，廖玉英认为，应该借助智
慧农业破解精细化管理和疫病防控这两大难
点。“运用电子耳标、电子养殖档案等信息化手
段有助于精准调控稳定产能；配备环境精准调
控、精准饲喂等装备的智能化养殖模式能大幅
提升养殖效率；以智能设备加强异常行为识别、
疫病智能监测，诊断和防控，也能够降低疫病传
播风险。”廖玉英说。

据刘永好分享，在推动国产种猪升级品质
和降低成本上，新希望已在数智化上实现多种
突破。“有了我们自主研发的新选配软件，配种
无需再依赖育种人员的经验。它能通过机器学
习算法预测母猪发情日并统筹全群公猪的采
精，确保最优秀的公猪和最优秀的母猪配种。”
刘永好举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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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用物联网、大数
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发
展智慧农业”，并要求

“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
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
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在迎接
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新
质生产力的这波浪潮
中，如何立上智慧农业
潮头？

（综合《农民日报》《经济日报》等）

智慧 减损提效“无所不通”

配套 数网人机“齐头并进”

应用 农林牧渔“全能选手”

当下，我国小麦机收损失率
降到了1%，再往后就是极限了，
这1%的潜力谁来挖？答案是得
靠智慧农业、智慧农机来实现。

发展智慧农业，一面是大势
所趋，另一面也是现实所迫。辽
宁营口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
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香指
出，以粮食为例，在耕地面积有
限的基础上，我国粮食产量已连
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农业生产力已经进入一个相对
较高的平台期。大面积提高单
产，如果仅依靠传统手段终究潜
力有限，挖掘新的增长动能，必
须依靠智慧农业来开辟新路径。

韩秋香认为，智慧农业其实
指向了一个简单的现实：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
区块链等技术已经为智慧农业
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农业的各
个环节、各种场景必将走向“智
慧化”。

为了解决农忙时劳动力不
足、传统耕作方式劳动强度大等
问题，湖北省监利市黄歇口镇兴
华智慧农场引进了安装有北斗
导航的无人旋耕机、无人插秧
机、植保无人机等智能农机，多
机作业、精准作业和作业质量监
测等功能多管齐下后，田间管理
成本和损失得到降低；为了减少
粮食存储环节的损耗问题，辽宁

省中央储备粮营口直属库配备
了粮食表温监测无人机、红外虫
害报警监测设备、智能温控设备
等智慧装备，让粮食“住”进“安
心房”。正是通过智慧农业构建
的集环境监控、作物模型分析和
精准调节为一体的农业生产自
动化系统，传统农业资源利用率
不高、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之间
的矛盾得到了解决。

同时，智慧农业也能为农产
品实现“品质优、卖得火”的目标
注入强劲动力。智慧农业可以
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产环境、
提高产品品质和安全性。通过
精细化管理，不仅能够促进农业
的高效发展，还可以拓展管理模
式和营销途径，推动产业链和价
值链的升级和优化。

发展智慧农业的紧迫性也
体现在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应用
规模、技术装备、标准规范等方
面的差距上。新希望集团董事
长刘永好举例说：“在饲料领域，
国内多数的饲料企业还在用国
外配方软件，数字化配方技术能
实现自主化的屈指可数，数据库
建设上，还有很多细分畜种和原
料的营养规律没有摸清。”他希
望，未来能有更多立足真场景、
解决真痛点的创新应用面世，打
通从实验室到形成新质生产力
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在天津天食智慧牧场牛舍内，工作人员展示

手机上可查看的牛舍实时温湿度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