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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春耕春管，可能大家首先联想
到的是在大江南北的田间地头上，农机
穿梭、农民耕作的忙碌景象。然而在北
京市海淀区的一间写字楼里，一场别样
的“春耕”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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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上瘾、种地种出了
成就感”，这是农场负责人刘
林当下的切身感受。随着海
安将“数字大田”的模式推广
向更多农场，也会让更多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真切体验到种
地变轻松了。

身处田间，记者目所能及，
平整的高标准农田连片绵延，
施工人员正在对田间的灌排系
统进行维修完善。田间多样的

物联网设备各司其职，动态向
大数据平台回传田间的实时数
据，这些数据经过分析后都会
呈现在手机端。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
大投入，农田水利工作扎
实推进，已累计建成超
10亿亩高标准农田。打
好了这个基础，数字大田
才能从海安的麦田生长
起来。 数字种田不仅能

够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益，同时
也会有更多的新农人投身农业
发展。

在我们的印象中，农业生
产往往与面朝黄土背朝天密不
可分，而如今，像刘林这样的新
农人们，他们面朝的是屏幕，背
靠的是数据。

周卫是海安市农业农村局
高级工程师，已经在土地上干
了二十多年。他是刘林农场

“数字大田”系统的谋划者之
一，此刻他正像往常一样巡田。

经验丰富的周卫凭肉眼就
看出了小麦长势偏旺。而农场
的技术管家刘亮用的则是现代
化的装备。

刘亮：“依托目前的这个家
伙事儿，包括就是天上飞的无

人机和田间的传感器，去更多
地分析目前长势的一个情况。”

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与年轻
的技术管家相配合，农事经验
与技术手段相辅助。在周卫与
刘亮的帮助下，季和农场负责
人刘林现在一个人便可以管理
农场的2000亩地。

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农
业生产，将给春耕带来哪些变
化？循着农业数字化应用服务
的足迹，记者来到了江苏海
安。远在千里之外、身处写字
楼的服务团队如何影响这里的
农业生产呢？

在江苏南通海安的季和农
场，一块大屏是整个农场数字
大田的智慧大脑。在这里，每
一块地拥有自己的专属信息和
数字编码，划分得整整齐齐，就
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

佳格数字春播服务团队工
程师刘亮介绍说，季和农场一
共 47 块田，通过卫星遥感监

测，包括人工去勾画的形式，形
成了数字化的建设，然后我们
目前通过大屏能看到，我们整
个农场的47块田地所有的基
础信息。

用卫星遥感监测农田，到
底有没有用、好不好用？记者
找到了这片“数字大田”的主人
刘林。见到刘林时，他身穿呢
子大衣、脚蹬皮鞋，不拿农具，
与传统印象中的农民形象相去
甚远。

刘林说，“现在种地的话，
其实有很多科技手段。比如说
我们手机上有这个叫数字农场
管家这个小程序。我们在手机

上就可以看到每块田的长势，
它的液位就是田里有水的话
有多高的水，这样我们都能
看到。”

与记者聊天中，刘林提到
了一个词——液位。在农业生
产中，液位测量多用于大田灌
溉，主要是保障耕地中的沟渠
水位处于正常值，不少不多、不
旱不涝，刚刚好。

刘林：“电子田间水阀，我
们可以远程打开水阀来灌水，
遇到连场雨的时候它水位比较
高，那我们就可以及时地打开
田间水阀排水，及时地把田里
的水排出去。”

用卫星遥感这类的高科技手段种地，这
事听上去很酷，但真正大范围地应用起来，
农业生产的成本会不会太高呢？

顾竹：“现在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一直
在蓬勃发展，已经完全能够支撑我们对于自
己的农情监测，甚至是对全球的农情监测。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要去在实地
勘查一平方公里的田地，其实要花费的人力
还是比较大的，但其实这一平方公里的卫星
影像，现在我们已经做到把价格打下来了，
已经可以打到10块钱以内的价格。”

卫星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赋能农业生产，正在让传统第一产
业焕发新的活力。新技术的高速发展、国家
政策的大力支持，也吸引着和佳格团队一样
的高知年轻团体投身农业现代化建设。

佳格如今已是农业领域首批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之一，并成为农业农村
部、供销总社和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化服务
科技团队，农业数字化应用推广到了国内多
个省份，遍及100多个县区。

写字楼里农事忙，这些“农活儿”是怎么
干的呢？

走进位于海淀区中关村的这间写字楼，
记者看到，眼前的年轻人们正在电脑前忙碌
着。正值春耕，他们手上有一堆“农活”要干。

这群年轻人都来自北京市农业农村信息
化示范基地的佳格团队。高学历、专业对口，他
们聚在一起干农业，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从眼前这个树状协作图基本可以看出
团队的架构：树根是多维大数据，由遥感卫
星、气象、物联网等收集从天到地的农业数
据，遥感团队、气象团队负责数据收集、预处
理；树干是骨架，由遥感、气象以及人工智能
人员组成团队建模，对基座数据进行分析；
树冠是数据成果，长出田块位置、作物长势、
灾害预警等信息。最后通过计算机工程师
的搭建，一块块数字农田就出现在屏幕里。

佳格数字春播服务团队负责人顾竹：
“我们团队人不多，但是我们的数据服务已
经覆盖到了全国4亿亩耕地，核心的因素其
实就是我们后台的人工智能技术。”

农耕新模式：卫星遥感监测农田

遥感卫星联手 地面传感器守护“数字大田”

推广“数字大田”经验 助力农业生产更高效

一棵数字树
勾画科研攻关主模块

信息技术赋能
让农业生产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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