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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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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展的势头很好，但是面临瓶
颈制约。”莱阳市伊豪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杨凯向记者表示。

杨凯负责的伊豪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位于团旺镇，拥有土地500余亩，种植
萝卜、茄子、黄瓜等十多种蔬菜，专门向
预制菜龙头企业供应蔬菜原材料。

杨凯说的瓶颈，指的是当地农业产
业发展面临的用工难、用工贵等问题。
他说，在用工最多的时候，需要雇五六
十名工人，但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
60岁。

杨凯算了一笔账，生产1亩萝卜的
总成本约为3330元。其中打药、除草、
收萝卜、装车等人工费用达到1750元，
而包括耕整地等农机服务和肥料、种子、
农药等生产投入总计才1580元。这也
意味着，人工费占了总生产成本的一半
以上。

“算起来，收萝卜的人工费比后期加
工车间里的成本还高。”杨凯说，“对我们
来说，降低人工费，到了必须想办法的时
候了。”

“在烟台市农业农村局、莱阳市政
府和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的支
持下，我们与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合作，建设了这家智慧农

场。今后将通过培育农业新质生产
力，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发挥新动
能新优势。”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
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市农科院蔬
菜花卉所所长李涛表示。

当地党委、政府对智慧化生产也充
满期待。“团旺镇土地肥沃、水源充足，
是莱阳预制菜产业原料菜的主要生产
基地之一。发挥无人智慧农场的示范
引领作用，将有力促进本地传统蔬菜种
植业转型升级。”莱阳市团旺镇党委书
记张梦竺表示。

发展智慧农业，既是大势所趋，也是
现实所迫。因此，当杨凯听说全程无人
智慧化生产的时候，立刻表现出了浓厚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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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精心设置智能化农机参数。

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型的过渡期。未来，新质生
产力将引领现代农业发展，也必然走
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的路子，实现从
传统种植向现代农业的跨越。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
化农业科技支撑，农业科技创新重
点是突出应用导向，优化工作机
制，努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
体效能。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机装
备，正逐步形成农业领域的新质生
产力。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通
过岗站合作，从农艺栽培和智能化方
面协同攻关，为破解莱阳传统蔬菜产
区转型升级瓶颈问题提供解决方
案。”吴华瑞表示，“这对未来劳动力
有了新的更高要求，从业者必须掌握
现代生产工具，要读得懂数据并能够
对数据进行分析、决策。”

吴华瑞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
劳动环境差、劳动强度高、劳动效率
低。而集成了众多智能装备的智慧
农业，具有超强“大脑”，解放了劳动
力，符合下一步的农业发展趋势。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要让更
多新农人参与农业生产中，以最绿色
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
品。“也就是说，新农人得配上新农
具，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吴华瑞说。

苏州久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正华说，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
创新，创新的基础是从用户的需求出
发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农业装备实
现无人化的前提是智能化，只有实现
单机智能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化。

看着眼前的“铁牛”飞奔，杨凯畅
想了一下：用上智慧农机，风吹不到
雨淋不着，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就能
把活干了，想想都觉得美。

正在运行的无人拖拉机忽然暂
停，不久后又重新前进。“这可是看到
前面有石头等东西，自动进行了避
障。”工作人员前往查看后，果然从土
里翻出一块石头。

自动避障的本事，源于拖拉机
上长着“眼睛”。国家农业信息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大宗蔬菜产
业技术体系智能化管理岗位专家吴
华瑞研究员介绍，平台上融合了激
光雷达、北斗定位、多目视觉等先进
装备，让无人拖拉机能及时识别周
边物体和人体成像，还能分析蔬菜
作物的长势并且精准对行，保障作
物安全。

不仅如此，无人拖拉机还长着高
度发达的“大脑”。吴华瑞告诉记者，
平台搭载的核心技术是蔬菜无人农
场系统，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独立控
制，实现路径自主规划，完成远程启

动、出库、田间作业、自动避障、入库
等全流程作业，并具备国内领先的多
机协同作业算法模型，可以进行同一
环节的多机作业，也可以进行不同环
节的多机配合，极大提高作业效率。

“地里高低不平，很容易造成行
驶路线偏差。系统自带的算法，结合
北斗定位和惯性导航系统，可以在几
毫秒内纠正偏差、作出补偿，让平台
回到正常线路上来。”吴华瑞表示。

据介绍，这套系统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水平位于国际前列，
并已走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白
俄罗斯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惠及
当地人民。

不到半小时，无人拖拉机就平耕
了五六亩地。杨凯弯腰捻了一把土：

“这活儿干得比咱们老师傅都好。土
地又平整，泥土还很细，作业效率确
实很高。”

未来农业
新农人配上新农具

智慧农机
长着“眼睛和大脑”

（综合《科技日报》《中国蔬菜》《大众日报》等）

传统生产
一半成本是人工

不见农机手，只
见“铁牛”跑——日
前，在国家农业信
息化工程技术研究
中 心 的 技 术 支 持
下，国内首个出口
蔬菜全程无人智慧
农场在山东省莱阳
市开工，展示了不
一样的农业生产。

从耕地整地 、
精准播种，到田间
管理、收获运输，新
一代全自主农业人
工智能技术，让以
往的经验种植实现
了标准化、数字化、
信息化、智能化，从
而形成现代农业生
产的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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