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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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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辰 春 天 伊 始 ，
“新质生产力”成为我
国农业春耕生产中涌
动的新浪潮。人们对
新质生产力如何带动
农业产业腾飞、助力乡
村振兴、服务农民增收
提出更多期待。在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实
验室里，胡瑾和她的学
生们正将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
为乡村振兴农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智
力支撑。

今年全国两会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种
业振兴、农业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力度，实施农机装
备补短板行动。在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背
景下，农业新质生产力如
何催生、怎样发展，值得
思考。

2023年，我国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超63%，但
与农业科技强国还存在不
小差距，很多领域依然处
于跟跑阶段，重大原创性
成果不足，推广应用也不
够顺畅。当务之急便是推
动农业科技在关键领域取
得突破，并快速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促进农业产业
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新质生产力不会凭
空而生，离不开创新链与
产业链的耦合。农业新
质生产力也不例外，其本
质是由科技创新主导的
先进生产力。科技创新
是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
中的重要引擎，是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而
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
样的高校，正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沃土。广大科技工作者面向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立足自身职责使
命，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为持
续开展农业前沿科技攻关不懈努力。

从传统的“镐锄镰犁”到如今的“金
戈铁马”，从昔日的“人畜劳作”进化到现
今的“机器换人”，科技创新正催生出澎
湃动能，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数实
融合推动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成为农
业产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写照，更
多的智慧农业项目，正在生动注解科技
为农业带来的变革。

农业作为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要升
级，要把农业跟新质生产力结合在一
起。在政策引领、科学部署、多方推动
之下，农业+新质生产力，终将激发无限
潜能，成为连片的“风景”，为农业强国
注入新动能。

当“代码”与“农业”相遇，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
校区的东北角，坐落着一间实
验室，胡瑾和学生们在此伏案
而作，他们一手敲着键盘写代
码，一手掌握“慧”种地的“密
码”，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
业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未来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我们希望写出属于中国
农业自主的算法，搭建起适宜
中国农业发展的模型，实现所
种作物的按需调控，助推农业
更智慧、更高效、更有奔头。”
胡瑾与学生认真地讨论着研究
成果中的小细节，力保数据准确
无误。

胡瑾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农业农村部农业物联网重点
实验室主任。从事农业人工智
能与物联网技术研究数年，她带
领团队，站在农业科研、推广、生
产第一线，用键盘代替“农具”，
用数据建模重塑传统农业模式，
用一串串代码构建农业耕作的

“新范式”。
在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淇

辉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着各
种越冬和早春茬蔬菜。这里的
社员在2020年就实现了“一键
办公”模式，他们只需要一部手
机，动动手指、点点屏幕，就能轻
松搞定40座温室大棚的管理。

“有了这套智慧系统，不仅
让合作社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劳
力，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效
益。”这套被合作社理事长郑辉
竖起大拇指夸赞的设备，是由胡
瑾团队自主研发的“设施环境高

效精准调控系统”。
“该项成果完成了作物光合

积累和资源利用的协同优化，实
现了温、光、水、气、肥等设施环
境高效调控，调控资源需求降低
了20%-60%，大棚产能提升近
40%。”胡瑾指导学生在电脑上
演示着这套系统的工作原理。

设施农业，是通过人工技术
手段改变光温水土等自然资源，
来优化和创造适合作物生长的
环境，提高其产量的方式。但当
前，我国设施农业大而不强，生
产水平不高，亟待提质增效。

胡瑾团队在充分考虑作物
物质积累和多环境因子互作的
前提下，建立面向作物需求的设
施环境高效智能调控模型、装备
和方法，实现对主要种植蔬菜按
需调控。较传统生产示范基地
增产 22%以上，减少人力投入
15%以上。

经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成果
鉴定，该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和国
际先进水平。“目前，该成果已在
陕西、山东、重庆等地进行推广

应用，核心
示范区面积
近 2 万亩，
辐 射 近 12
万亩，是推
动大棚智慧
管理、助力
乡村振兴的

‘好帮手’。”
胡瑾说。

有了成
功的实践案

例，更加坚定了胡瑾用“代
码”优化农业创新发展的
可行性。胡瑾说，科研就
是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
过程。我们只做别人没做
过的研究，这样才会碰撞
出更多新的科研“火花”。
随着数据积累的越来越
多，这样的农业科技创新
不难做到“顶天又立地”。

在一间办公室里，摆
满了各式各样的精密仪
器。“这款由团队自主研发
的苹果霉心病检测专用设备，提
高了发病程度小于10%霉心病
苹果的判别准确率……”介绍起
这些仪器时，胡瑾如数家珍、眼
中有光，折射出了她对科研的无
限热情与执着。

当前，胡瑾团队仍在继续完
善设施环境调控模型开发平
台。“经研究表明，若全阶段采用
一定区间内的氮肥浓度处理，在
维持产量平衡的基础上，能促进
生菜营养吸收均衡，并大幅减少
无效氮肥的施用，实现农业绿色
增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息
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孙章彤指
着实验结果介绍道。

一串串代码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飞出，飞向广阔的田野，
农业开启了“新机遇”。“最理想
化的智慧农业，应该是作物反馈
需求，我们再根据作物的‘体检
报告’来建立人工智能系统，帮
助其生长得更好、消耗得更少，
这也是未来我们为之奋斗的目
标。”胡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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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谷幸 李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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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瑾与学生讨
论研究成果中的小
细节。

孙章彤正在查
看实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