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新疆阿克苏市不断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大力推进设

施农业建设，从组织生产到节约农资，

再到提高销售额， 科技正助力大棚蔬

菜产业蓬勃发展， 让戈壁滩变身成为

丰饶的“菜篮子”。

4

月

4

日，走进阿克苏市阿依库勒

镇“千亩万吨”蔬菜产业基地，工人正

在通过智能化设备， 进行水肥一体智

能浇灌。

“我在这里工作已经五个月了，一

边工作一边学习了很多新技术。 用一

台手机就可以管理

50

多个蔬菜大棚，

可以查看温度、湿度，施肥浇水等，非

常方便。 ”阿依库勒镇尤喀克提根村村

民热孜万古丽·吐尔逊说。

工作人员通过操控手机就能进行

调控通风、 调节温湿度等， 为蔬菜提供

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使用智能化的喷淋

设备为幼苗浇水， 既节约了水资源，又

保证了幼苗能够得到均匀的水分供应。

“我们基地现有大棚

480

座，种植

面积

1300

余亩，从育苗到种植，全部

采用智能装备， 做到了智能化标准化

管理， 不但让蔬菜在适宜的环境中成

长，结出高质量的果实，还大大节约了

劳动成本。 ”阿克苏耐达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马兴说。

农产品种植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不断向科学化、优质化、规模化、订单

化迈步发展， 既节约了管理成本又提

升了蔬菜产量和质量， 相比于传统农

业生产具有更高的优势。 企业的销售

渠道也在不断拓宽，为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致富打下坚实基础。

阿克苏耐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马兴介绍：“公司拥有专业的销售

团队， 蔬菜除了在阿克苏本地销售以

外，还销往乌鲁木齐 ，喀什 ，吐鲁番等

地。 下一步，公司计划通过两到三年的

时间，把就业工人培养成职业农民，利

用公司目前智能化设备及科技力量，

种植更多品种的农产品。 ”

近年来， 阿依库勒镇在设施农业

发展进程中，着力在规模化种植、科学

化管理、精准化培育上下功夫，让高质

量设施蔬菜产业成为当地助推产业发

展、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的支

柱产业。

“我们镇现有设施农业大棚

1000

余亩， 蔬菜种植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产业之一， 并通过就近务工带

动

700

余人稳定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完善种植基地的基础建设， 把设施农

业做大做强， 让其成为强村富民的重要

产业。 ”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乡村振兴办

主任王世元说。

（毛卫华 王旭 龚其克加甫）

智慧农业“未来”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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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

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亟需解决。 智慧农

业或将成为这一问题的重要答案。

中国不少地方开展的智慧农业探

索，已深入到组织模式 、产学研贯通各

环节。 不过，智慧农业发展也面临基础

设施、数据质量、“智慧”人才供给等难

题，需多方合力破解。

智慧农业实践走向深处

在山东省，“

90

后”何石宝一人就管

理了

1000

亩地，粮食连年高产稳产。 这

得益于当地吸引高学历人才的激励机

制，让物联网 、农业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得以有效落地。

何石宝所属的农业企业负责人张

研生说：“收入与农场利润挂钩，加上地

方人才补贴，像何石宝这样的大学生农

场主年收入可达

10

万元以上。 ”

在数据平台建设上，各地也在不断

发力。

浙江省打造的“乡村大脑”，贯通省

市县三级，日均访问量超

120

万次。 在

杨梅产地台州市仙居县，数据可精确到

每一户、每一株杨梅，为保险、贷款等服

务提供了依据。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干部陶忠良说，

浙江从源头上统一数据格式、语言体系

等，在多个产业实现高效链接。

此外，各地还在努力让前沿技术离

农业更近。

在安徽省，胡宜敏拥有副研究员和

企业副总经理两重身份。 在他身边，这

种双重身份的科研人员还有近

100

人。

胡宜敏说， 这有利于他们直面农业场

景、与市场充分串联。

在胡宜敏供职企业的关联产业园

内，已集中智慧农业企业

40

家，遍布产

业全链条 。 企业互相使用最新科研成

果，形成生态圈。 由于底层数据互相开

放，企业间协作关系紧密 ，集成创新便

利度得以提升。

智慧农业发展堵点待解

中国智慧农业发展仍需迈过基础设

施不足等多道“坎”，第一道“坎”就是集

约化程度低。

中国农民户均耕地少，技术投入收

益低。 部分经销商表示，愿尝试智慧设

备的农民基本为大户。 专家认为，目前

中国农业社会化组织发育仍在初期，智

慧农业潜力尚未完全释放。

另一道“坎”是数据。 一方面农业数

据收集 、利用不足 ，表现为市场缺乏大

的农业数据采集第三方公司。

“数据收集困难带来的影响是根本

性的。 ”胡宜敏表示，这影响到农业数字

化系统能否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农业数据缺乏标准，

客观上造成数据难以融合。 一家相关公

司负责人表示 ：“我们掌握作物生长情

况。 但因数据没打通，趋势性预测就无

法提供给有需要的群体。 ”

此外 ， 人才不足也制约了智慧农

业的发展潜力。 有学者表示，原因之一

是交叉学科的布局和引导人才下沉的

体制机制尚在布局。当前无论是农学本

科生还是计算机专业本科生，对农业数

字化都不够了解。加上当前高校毕业生

在基层就业意愿低，导致相关人才更加

缺乏。

多方发力破解现实难题

为破解上述难题，专家、基层干部、

企业负责人、 农业经营主体等人士，从

不同角度给出了建议。

针对基础设施问题，可在补短板的

同时，优先在基础设施完备地区发展智

慧农业。

为提升规模化水平，智慧农业项目

可更多围绕集约化经营主体展开，并提

供必要的政策倾斜。 同时，鼓励农业龙

头企业参与。

为实现涉农数据精准有效积累，可

探索企业与农户数据分红机制；同时允

许企业对一地耕作模型在一定时间内

享有排他使用权。 政府归集数据，则不

必过细，以保护企业的积极性。

为鼓励统一数据标准，要建好国家

涉农数据共享平台， 明确获取权限，明

确保密责任， 加快农业数据安全立法。

还可逐步建立多方受益的数据利益联

系机制。

为培养跨学科人才，可锚定农业现

代化发展方向， 创新跨学科培育方式，

让相关专业学生对智慧农业发展方向

有更深入、准确的理解。

（许雄 水金辰 许舜达 叶婧 黄

腾 郭雅茹 苟立锋 赵鸿宇）

阿克苏开启智慧农业种植“新模式”

1

月

26

日，在位于浙江省建德市杨村桥镇的草莓小镇，工作人员巡察“数智草

莓植物工厂”内种植的草莓。 翁忻

旸

摄

2

月

11

日，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西南智慧农业产业园，工作人员在采摘无土

栽培的番茄。

姚永亮 摄

工作人员正在棚内为蔬菜授粉。 热普亥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