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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米高空俯瞰，卫星“眼中”的中国大地色彩斑斓：在东北三江平原，

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完成，水面一片青绿；中原大地的冬小麦丰收，满目金

黄；西南地区麦收基本完成，农民们忙着在割完麦子的土地上整田插秧、抢

种水稻……

“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集中攻关，实现种业科技自立

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既

要靠农业专家，也要靠广大农民。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

训，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今年以

来，习主席在海南、四川考察时，多次围绕保障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作出

重要指示。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近年来，各地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释放更多生产力，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

权。让我们通过一组来自田野一线的报道，与广大农民和农业科技工作者共

享丰收的喜悦。

相关链接

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
——多地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保障粮食安全一瞥

盛夏，晴空万里。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的 30 万

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

一望无际的麦田，犹如一幅巨大的乡间油画。

种粮大户付天华站在田埂上，望着收割机在

田间穿梭。饱满的麦粒装满一辆又一辆卡车，他

悬了大半年的心终于放下了。

去年夏天，河南遭遇罕见暴雨。付天华承包

的耕地位于蓄滞洪区，良田变成一片汪洋，积水最

严重时近 3 米深。

洪水退去后，高标准农田土地平整、集中连片、

阡陌相连的优势得到体现。大型机械设备直接开

进田间地头，疏通沟渠，排出积水。积水较深的地

方，用水陆两用挖掘机挖出“井”字形的横竖两排排

水沟，对于积水较浅的地块用水泵进行抽排。

水位逐渐下降，显露出来的田地像“水汪汪的

嫩豆腐”，表面还有厚厚一层泥。村民们划破淤泥

膜，给土地通风透气。直到去年 11 月中下旬，小麦

播种才陆续开始。

小麦晚播一个月，还能种成、长好吗？村民

心里没有底。付天华清楚记得，11 月 12 日，拖拉

机轮子打着滑，连泥带水“冲”进大田，把小麦种

子种了下去。为提高产量，农技人员指导村民采

取“以密保晚”的措施，将小麦播种量从每亩 30 斤

增加到 50 斤。

“我们选择了适宜晚播的小麦品种，但冬季麦

苗长势比较弱。”浚县小河镇小河村村民王秀云

说。针对这一情况，来自当地农业科学院、农业农

村局、河南农业大学的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全程

提供指导，采取专业统防统治措施防治病虫害。

“今年的小麦籽粒饱满，品质好，产量高。”付

天华说，“前期挖沟排水、播种，后期技术跟踪指

导，全部是党和政府‘买单’。给钱给技术给鼓励，

灾年变成了丰收年！”当地村民说，小麦灌浆的时

候，往年麦穗最顶端的麦粒大多是空的，但今年整

个麦穗上的麦粒都是饱满的，大家都觉得今年产

量一定能高过往年。“不要小看这几粒麦粒，它们

能将亩产提高两三百斤！”

“我种地十几年，今年最高产！亩产达到 1400

斤，小麦收购价格也高，每亩地能多挣 300 元。”浚

县王庄镇种粮户魏方月激动地说，“收割机收了三

天两夜，抓紧颗粒归仓，心里才踏实。”

受去年灾情影响，浚县成为今夏豫北最晚收

割的麦田之一。但晚收并未少产粮，当地平均亩

产达 1300 斤，小麦品质也超出预期。“重生”的高标

准农田喜迎丰收，也为河南这所“中原粮仓”的夏

粮生产画上圆满的句号。

河南省浚县——

“一片汪洋”变身“一片金黄”
■马家欣

无人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快速完成农药喷洒

工作；无人驾驶拖拉机从车库开出，开始播种作

业；无人驾驶收割机在麦田间缓缓行驶，进行全程

机械化收割……在四川省大邑县的“无人农场”，

小麦、水稻两种作物均实现耕种管收等主要环节

的无人化自动作业。

四川“五良”融合无人农场（大邑）示范基地，

是四川省首个“无人农场”。“五良”即良田、良机、

良种、良法、良制，将农业生产的各类要素融入智

慧农场建设。

“无人农场代表着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是

未 来 农 业 的 发 展 方 向 。”不 少 专 家 认 为 ，随 着 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 速 发 展 ，传 统 的 农 业 生 产 理 念 和 作 业 模 式 正

在改变。“无人农场”建设，正是瞄准未来农业生

产的发展方向展开探索，通过对农业生产设施、

装 备 、机 械 等 远 程 控 制 、全 程 自 动 控 制 ，实 现 田

间耕种管收全过程农机无人化自动作业。

“通过智慧农业系统为农作物管护提供数据

支持，能够精准调控农作物生长环境，更好满足

作物生长需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

教授罗锡文，带领团队来到农场进行技术指导。

他介绍道：“耕种管收全过程的少人化和无人化，

也有利于节约人力成本，吸引更多年轻技术人才

从事农业生产，培育新型农民。”经测算，“无人农

场”平均每亩节约劳动力成本 30%以上，农民增

收超过 40%。

作 为 全 国 首 批 数 字 乡 村 试 点 县 ，近 年 来

大 邑 县 不 断 推 进 数 字 农 业 发 展 。 以“ 无 人 农

场 ”为 代 表 ，全 县 150 余 家 农 场 相 继 开 展 数 字

化 改 造 。

家住大邑县王泗镇涌泉村的种植大户钟艳

萍 ，管 理 着 分 散 在 多 个 乡 镇 的 2000 余 亩 土 地 。

“通过卫星可以精准定位病虫害发生位置，我们

的 手 机 APP 很 快 收 到 预 警 信 息 。”她 说 ，从 播 种

到管护，从收割到销售，农业生产所需的农机服

务都能在数字平台下单。以播撒化肥为例，在手

机上下单，无人机服务很快上门。

“随着高度集成化、智能化的农业装备加快普

及，一些技术产品应用成本逐渐下降，使无人化农

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成为可能。”大邑县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信息技术逐步完

善成熟，农业生产‘机器换人’成为可能，‘无人农

场’未来可期。”

上图：在四川省大邑县，技术人员遥控指挥农

业机械，完成从小麦收割到脱粒装车的全过程，实

现收割卸粮无人化作业。

姚 俊摄

四川省大邑县——

“数字农业”亮相“无人农场”
■姚 俊 本报特约通讯员 冯 超

6 月的海南，天蓝海碧。在海棠湾畔的三

亚水稻国家公园，春季播种的早稻已经收割

完毕，人们只能透过田里的稻茬想象不久前

稻米飘香的景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边一块稻田：

水稻秧苗整齐排列，给水面蒙上一层浅浅的

绿，这似乎不是盛夏南国该有的景象。这些

刚刚插秧的东北水稻品种，是“北稻南移”项

目在今年种下的第二季水稻。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大批农业科研工作

者像候鸟一样来到海南，利用这里独特的热

带气候条件和丰富的热带种质资源，开展作

物种子繁育、制种、加代、鉴定等科研活动，被

称为“南繁”。如今，三亚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

于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南繁硅谷”。每年

有来自全国各地超过 800 家种业企事业单位、

8000 余名科技人员，在这里开展育制种工作，

汇集了超过 300 万份的育种材料及品种。退

役军人、“北稻南移”项目育种人周晓东，就是

其中的一员。

1997 年，周晓东带领团队着手开展“北稻

南移”项目。从无霜期 90 天左右的黑龙江省

漠河市北极村出发，团队将东北超早熟水稻

的种植逐步向南推进，一直种到海南省三沙

市的永兴岛。整个试验过程跨越辽宁、天津、

江苏、海南、四川、西藏等多个省市区，在高

原、海岛、高温、低寒等特殊环境下进行水稻

生长的极限试验，获得宝贵数据。

2017 年 4 月，周晓东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组成的团队，在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对 1000 多个东北水稻品种

展开研究，终于选育成功 6 个口感好、产量高、

能够在三亚种植的东北水稻品种。这项技术

突破帮助东北水稻走出“水土不服”的窘境，

在海南省得到进一步推广种植。

在位于博鳌镇北山村的“北稻南移”优质

水稻高产示范田里，北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王应卓正带领村民插秧。他告诉笔者，

2019 年开始，北山村引进“北稻南移”的优质

水稻品种，尝试 2 至 3 亩小面积种植。经过几

个周期试验，从去年开始稻田相继丰收。水

稻新品种的试种成功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

北山村又陆续引进水稻新品种、扩大种植面

积，打造“北山好米”特色农产品品牌。

周晓东介绍，原产辽宁省的水稻品种在

当 地 的 成 熟 期 为 135 至 150 天 ，移 到 海 南 后

成 熟 期 在 90 天 左 右 。 采 取 插 秧 种 植 的 方

法 ，田 间 生 长 期 进 一 步 缩 短 到 七 八 十 天 。

“ 北 稻 南 移 ”示 范 项 目 监 督 人 、海 南 省 南 繁

管 理 局 检 验 检 疫 处 负 责 人 冯 健 敏 说 ，与 琼

海 市 种 植 的 传 统 水 稻 品 种 相 比 ，来 自 东 北

的 粳 稻 生 长 期 较 短 ，一 年 可 种 植 四 季 。“ 多

种 一 茬 水 稻 就 可 增 产 1000 斤 ，对 农 民 来 说

意 味 着 增 收 ，对 国 家 而 言 意 味 着 粮 食 安 全

得到进一步保障。”

水稻种植实现一年四熟的历史性突破，

在此基础上，周晓东带领团队开始探索阶梯

种植法，为“北稻南移”科研项目增添农业观

光功能。这边收割，那边插秧；这边金黄，那

边翠绿……这成为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的一道

亮丽景色。

如今，“北稻南移”项目培育的 6 个水稻品

种，在三亚、乐东、琼海、万宁等多个市县得到

推广种植。2020 年 9 月，周晓东主持的“北稻

高移”项目试验在西藏察隅县获得成功。这

是东北水稻首次在高原地区成功种植，培育

出适合高原低温生长的特殊品种。“人们常说

‘好吃要留种’。有了种才有粮，人类才薪火

相传。”周晓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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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入选新职业

6 月 14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向社会公示“退役军人事务员”“民宿管

家”等 18 个新职业。经公示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后，这些新职业将被纳入新版

职业分类大典。其中，“农业数字化技术

员”入选新职业名单，反映数字经济发展

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深度融合。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是指从事农业

生产，农村生活数字化技术应用、推广和

服务的人员。近年来，数字技术的推广

应用助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数字经济在农业农村领域渗

透率不断提高，催生出“农业数字化技术

员”这一新职业。

农村发展沼气产业
助力“碳中和”

我国农村沼气发展高峰时，曾解决

2 亿多农民的炊事、取暖、照明等生活用

能，提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

着眼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因地

制宜发展农村沼气产业，与农业生产、农

民生活和农村建设有机结合，成为推动

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农业农村部表示，将在农户居住相

对集中、需求较为迫切的地区，新建一批

沼气工程，开展集中供暖；在经济作物发

达、肥料需求大的地区，建设以农业废弃

物为主要原料的规模化沼气工程和生物

天然气工程。

安全保障曾是沼气产业发展的一道

“短板”。为此，农业农村部提出，加强沼

气工程安全管理，培育专业化运营主体，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

主体责任。

（综合各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