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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芯”动力

这根“科技味”十足的蘸水面值得一尝

春风掠过八百里秦川， 杨凌

农科城的麦田翻滚着绿浪。 在这

适宜奔跑的季节里，4 月 11 日—

15 日，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杨陵

区李台街道陈小寨举行的“舌尖

上的盛宴”———蘸水面品鉴会与

杨 凌 农 科 城 马 拉 松 赛 不 期

而 遇。

这是一场味蕾与运动的双重

盛宴， 升腾的面香与奔跑的脚步

声将在农科城里交织，奏响着科

技与人文的二重奏。

这根 2 两重的“裤带面”，从

农家土灶走向千万元产业链，承

载的不仅是关中百姓的烟火记

忆，更是杨凌种业创新的时代

缩影。

若要提杨凌蘸水面， 就不能

只看面相， 要看它背后的一粒粒

种子如何托起一碗面的筋骨、鲜

香与灵魂， 更要读懂黄土地上的

育种人如何用十年如一日的艰辛

付出，让麦香、果鲜、油亮化作舌

尖的情怀。

杨 凌 人 总 说 ：“蘸 水 面 是

‘种’出来的。 ”这话不假。 农史专

家樊志民也曾说得真切：“要致

力于杨凌优质麦菜品种的利用、

地道制作技艺的传承、优秀饮食

文化的弘扬 , 让杨凌蘸水面走出

杨凌、走向全国、推向世界。 ”

黄淮海麦区六次品种换代，

四次由杨凌良种主导。 从赵洪璋

院士的“碧蚂 1 号” 打破建国初

期的“麦荒”， 到李振声院士的

“小偃 6 号”开创远缘杂交先河，

杨凌人用一粒麦种改写着中国饭

碗的成色。 如今，“西农 979”“西

农 511”“武农 986” 等新品种，让

面条既保留关中麦香的灵魂，又

多了科技赋予的“筋骨”。

在往届蘸水面品鉴会上，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小麦育种专家赵

瑜曾展示“武农 986” 的独特魅

力：“这个品种做出来的面非常

筋道， 有嚼劲， 我们希望通过传

统美食推动新品种推广， 为粮食

安全贡献杨凌力量。 ”

本届蘸水面品鉴会现场，不

仅将有赵瑜的武农系列， 还将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万全教授的

“西农 511”优质强筋小麦面粉制

作而成的蘸水面供美食爱好者和

马拉松跑友们品鉴。

科技密码除了藏匿于面粉原

料之外， 陕西省杂交油菜中心的

“秦杂油”菜籽油，同样为辣椒红

油增添不少科技底色； 陕西金棚

种业耗时六年培育的“特美达

001”番茄，以其皮薄瓤沙的特质

确保了汤汁的浓郁纯正。 这让杨

凌食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晓武感

叹：“尝到了儿时的滋味”。

“杨凌蘸水面， 嫽咋咧！ ”

当 马 拉 松 跑 者 跑 过 杨 凌 的 麦

田， 当食客的筷子挑起浸润麦

香的面条 ， 杨凌人已将育种智

慧揉进了日常烟火———麦田是

实验室 ，面馆是展示厅 ，而每根

蘸 水 面 都 是 流 动 的 “种 业 芯

片”。 当“吸溜”的面条声此起彼

伏 ， 那正是对杨凌育种人辛勤

耕耘的最好回响。

来吧！ 咥一碗饱含科技基因

的蘸水面， 跑一场酣畅淋漓的杨

凌马拉松， 唇齿间回荡的麦香、

菜香、 油香， 准保您沉醉于农科

城这片土地独有的烟火气中。

（耿苏强 谷幸）

智慧“田保姆”助农惠农

春日的荆楚大地生机盎然。在湖北省当阳市草

埠湖镇，一望无际的土地上，植保无人机正掠过绿

油油的麦田。 农户谭士权背着手， 看着合作社的

“田保姆”团队作业，不禁感慨：“从前种田全家上

阵，现在一个电话全搞定！ ”

不远处， 褚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邢汉生

轻点鼠标，调出“农友智慧农业系统”平台。 无人机反

馈的实时数据跃然眼前，作业轨迹、工时统计、田块分

布一目了然。“农机采集的数据可实时同步到平台，

我们根据数据进行农田和农机管理， 并提供决策依

据。 ”邢汉生介绍，合作社现有各类大中型农机设备

150 多台套，协同管理着 2.2 万亩土地。

为更好服务农户，合作社创新推出“六统一”服

务模式，从统一采购农资到统一销售农产品，农户

只需支付托管费用，便可享受“田保姆”全链条服

务。合作社还利用“旱改水”项目改造 4000 亩农田，

集成推广良种、良田、良技，小麦亩均成本降低 150

元，产量却提升至 800 斤以上。“一年种两季，托管

后亩均收入 2000 余元，比过去自己种每亩多收 500

元！ ”谭士权说。

褚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是当阳发展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标杆。 当阳是农业大县，为解决农村土地

“无人去种”“无法去种”“无利去种”等问题，该市

以社会化服务为抓手，构建“耕、种、管、收、储、销”

全链条服务体系， 形成“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

户”协同体系，全市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 898 家，年

服务面积超 430 万亩次，8 万小农户搭上“田保姆”

服务快车。

为进一步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当阳市引入中

化、北大荒等龙头企业，与该市各类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合作， 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智慧农业。

同时，通过项目实施，撬动全市社会化服务组织在

建设施、添装备、补短板、延链条、提升服务质量等

方面投入资金达 2.3 亿元，并采取“优势互补、强强

联合”方式，集中设施、设备、人员及资金组建社会

化服务联合社，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

硬件筑基与数字赋能双轮驱动，让社会化服务

如虎添翼。 当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阳以高标准

农田建设为核心，统筹农机作业需求，创新“建设

一片、流转一片”模式，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82.69

万亩，为社会化服务夯实基础。 此外，当阳还积极

推进农机信息化升级， 累计为 1094 台农机加装北

斗系统，引入智能农机、大数据管理等技术，建成

智慧农田 4000 余亩，推动“耕种管收”全链条数字

化。 （董庆森 柳洁）

1.5 万斤南方蟹苗

“喜迁”宁夏银川

春回大地，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一场别开生

面的“水上春播”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南方运

输而来的 1.5 万斤蟹苗“喜迁新居”，在“塞上江南”

安家落户。

近日在兴庆区通贵乡王家洼子渔场的养殖基

地， 工人们小心翼翼地从运输车上卸下一箱箱蟹

苗，这些蟹苗在经过长途运输后依然活力十足。 他

们将蟹苗轻轻放入桶中， 再缓缓倒入池塘， 一时

间，水面泛起阵阵涟漪，仿佛在欢迎这些新生命的

到来。

与往年不同的是，该基地负责人张婷今年对蟹

苗投放进行了精细化管理，她将蟹苗按照规格分为

35 头、50 头、60 头等等级， 分别投放到不同池塘。

“通过精细化投放， 可以让螃蟹在成长过程中大小

更加均匀， 确保中秋节上市时产量和品质都有保

障。 ”她说。

今年的蟹苗投放过程中，养殖户还特别关注蟹

苗投放的时间和环境。“蟹苗投放的最佳时间是 3

月中旬至下旬， 此时水温适宜， 蟹苗的成活率更

高。我们选择的蟹苗投放时间是 3 月 21 日之前，这

段时间的气候条件与南方蟹苗的原生环境相近，有

利于蟹苗的生长。 ”张婷表示，第一批蟹苗已经从

安徽运达，接下来还将陆续抵达 5 批蟹苗，预计在

春分前完成全部投放。

兴庆区是宁夏水产养殖主要基地， 近年来，兴

庆区大力发展虾蟹养殖产业，并朝着创建国家级现

代产业园的目标迈进。兴庆区今年的大闸蟹养殖面

积近 5000 亩，包括湖塘和稻田，预计产量 300 吨以

上，较去年翻了两番。 同时，兴庆区年初引进阳澄

湖一号新品种，进行品种优化，以扩大产量。

兴庆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畜牧水产技术推广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加强品牌宣传推广，

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产业

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 同时，兴庆区将进一步健全

联农带农机制，吸引更多农户参与到河蟹养殖产业

中来，推动河蟹产业链降本增效、提升品质 ，为乡

村振兴赋能增效。 （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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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全球农业AI市场

规模正逼近千亿级大关 ，AI种

地， 这一曾看似遥不可及的设

想， 如今正逐渐从概念走向现

实，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与热议。

从各地的“AI+农业”实践

来看，智能农机的创新、农业大

模型的搭建……AI技术正逐步

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这

不仅是对传统农业模式的颠覆，

更是对“农业=落后”观念的打

破。 但冷静审视， 我们会发现，

从理想照进现实，我们离真正的

AI种地仍有不短的距离。

数据是第一道难关。 AI的

发展离不开海量且高质量的数

据， 但在农业领域， 数据收集、

整合和共享存在诸多困难。 一方

面，农业生产数据分散在农户、农

业企业、科研机构、政府等多个主

体手中， 缺乏有效的整合和共享

机制；另一方面，农业数据的复杂

程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数据采

集标准不统一、 数据质量参差不

齐，导致AI模型训练效果不佳。没

有准确、全面的数据支撑，AI种地

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技术瓶颈也不容小觑。 农作

物品种繁多， 不同地区的土壤条

件、气候条件差异巨大，病虫害种

类繁多且变异快， 这对AI模型的

泛化能力和适应性提出了极高要

求。目前，很多AI农业应用仍处于

试点阶段， 难以在大规模农业生

产中稳定、可靠地运行。 此外，我

国大田农业机械化已发展较为成

熟， 但农作物耕种管收综合机械

化率、 智能化程度仍低于发达国

家平均水平，在精细化领域，比如

具身智能采摘机器人或机械臂的

落地还有很大难度，以“晓唯”为

例，尽管能实现采摘这一动作，但

反应速度、识别精准度、采摘动作

运动规划都与真人相比差距较

大， 多模态感知和动作的耦合训

练数据非常稀少， 且获取成本极

高， 为突破智能和感知技术瓶颈

带来不小的阻碍。

第三是成本难关， 相较于其

他行业，农业的利润空间较小，开

发维护AI系统以及购入智能设备

的成本较高， 更多还是用于高价

值经济作物、 大型企业及大型农

场中。 普通农户存在不会用、不愿

用、 用不起的情况， 限制行业发

展，使得AI技术在农业复制、推广

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

总之，这场“AI+农业”的游戏

副本要想“成功通关”， 任重而道

远。 但可以肯定的是，农业走向现

代化，一定离不开数字化、智能化

技术。 AI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不只是

技术迭代， 更是生产关系的重塑，

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农民

等各方携手共进， 先试点再推广，

持续推动技术创新、政策完善和社

会观念转变……或许“未来谁来种

地” 这道时代命题的终极答案，就

藏在这场人机协同的进化实验中。

（据烟台市农业农村局）

我们离 AI种地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