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强农篇】

“科技强农”，顾名思义，就是要在科技上“下

功夫”。在种子种苗、绿色生态种养方式等方面寻

求突破，让农作物更具品质与效益，并利用技术提

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比如强化农产品的加工保鲜

技术。

今年上半年，浙江发布农业“双强”十大重点

突破试点，我市农田数字化管理试点位列其中。

位于新仓镇中华村、杉青港村、双红村、芦湾村四

村连片的 3500亩土地上，绿油油的稻田，田成方、

路成框、渠成网，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无人化未来

数字农场示范基地与不远处的农房、来往的农民，

交织成一幅美丽清新的田园诗画。这是我市农田

数字化管理项目在现实中的应用场景。

农田数字化管理项目依托粮食生产数据采集

来建立模型，在“耕、种、管、收、销”五个环节上均

实现数字化管理，由高标准农机数字共享中心、农

田管护监测中心、农事服务中心、人才强农中心、

数字化农田监测中心五个中心共同组成粮食全产

业链服务平台，实现了全产业链服务闭环管理和

智慧管理。同时，结合大数据处理方法，农田数字

化管理项目能实现农业生态信息的智能监测、病

虫害及早期预警、系统化管理农田生产资料，全程

追溯农事生产活动。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农田数字化管理项目

是创新发展“新仓经验”的一个生动诠释。通过将

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市农合联（供销社）、新仓强

村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结合起来，组建粮食全产业

链数字化服务体系，形成“公司+政府”的具有“生

产+监管”功能的新型数字化服务模式，使村集体

和农户成为真正的土地收益者，实现强村富民、共

同富裕。据了解，项目通过整合土地资源、采用现

代农业生产管理技术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使村集体在社会化服务过程中每亩每

年增收20%以上，村集体按照项目分红年收益10%
以上。土地流转费用每年每亩增加200元，二次分

配给农户。项目实施主体每年还会提取利润的2%
建立共同富裕产业发展扶持基金，建设农业两创

中心，帮助低收入农民和回乡创业者，约1000亩农

田可提供5个就业岗位，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加6万

元以上。当前，该项目已陆续开工，预计年内完成

农田数字化设备、高标准农机中心、农田管护系

统、农事服务中心、数字化农田数据采集、农业大

数据中心等建设。又如绿迹数字农业工厂，依托

数字化转型打造了一个从育苗到销售全过程进行

数字化管控、最小管理颗粒度可落实到“单个人、

单颗菜”的标准化数字农业示范基地。通过自主

研发“农智云”平台，对农业生产实行从实名制购

买、定额制施用到产销对接的全过程标准化管理，

将基地的每一作物种植周期形成闭环管理。基地

生产减少灌溉用水量 10%，减少肥料、农药施用量

15%以上，产量和销售单价分别提高 30%和 15%，

并带动周边 30余个农业主体进行产销一体化合

作，覆盖设施农业面积2000余亩，带动周边农户增

收4000万元。

回顾这几年，平湖在科技强农上的步伐走得

笃定而自信。

创新发展，搭建高能级平台——2017年，我市

首次举办农业经济洽谈会，开辟浙江省县级农业

经贸活动的先河，之后连续5年高规格举办农业经

济洽谈会，向全球农业人推介平湖的招商环境，展

示农业招商的成果。

筑巢引凤，引入高质量项目——依托区域优

势与沪同城招商，连续多年实施接轨上海首位战

略，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三角草莓种

子种源研发中心建设、星光农机万亩水稻全产业

链集成创新、博创联动数字无人化种植示范农场

等一批高质量“双强”项目成功实施。

聚才引智，引进高层次人才——聚焦平湖高

质量发展勇当共同富裕新崛起典范新目标新定

位，对标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实施农业

产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鼓励企业引进农业科技

领军人才和领军团队，对引进人才给予企业最高

70%的引才薪酬补助，着力培育一批农业农村科技

精英和产业领军人才。

深化服务，建立全方位保障——加强基层农

技队伍建设，建立由首席专家为首的农业产业技

术创新与推广服务团队，8个专家团队共173人，各

产业团队和团队专家密切联系科技示范基地、科

技示范户，积极开展科技下乡、技术指导等工作。

院地合作，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与中国水

稻研究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等建立院地合作关系，通过组建专家团队，建立试

验示范基地，开展粮食、林果、水产、食用菌等产业

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研究，着力构建科研机

构、地方政府、农业推广部门、农业企业以及农户

之间多层次、多领域、广覆盖的院地合作新机制。

高规格举办农业经济洽谈会、全

面启动长三角“田园五镇”乡村振兴先

行区建设、加快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建

设、平湖新仓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成

功入选首批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

创建名单……在经济稳进提质大局

中，金平湖农业不断展现出新的风

景。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农业“双强”

的带动。

农业“双强”行动，即科技强农行

动、机械强农行动。去年召开的全省

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实施科技

强农、机械强农行动，是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的关键之举，是提升农业效益和

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资源

环境约束的根本途径。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工业的理念

发展农业，以城镇的理念规划农村，创

新开展农业招商引资，打造农业经济

开发区主平台，以城补农、以企带农、

以产兴农，着力推动农业“双强”，走出

了一条提高亩均产出、生产效益和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新路子，持续擦亮

高效生态农业“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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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机械齐飞科技与机械齐飞 高效与生态共舞高效与生态共舞
——平湖农业“双强”行动擘画乡村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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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一粒稻米一粒稻米””到共富全产业链到共富全产业链

何谓“机械强农”？其核心在于立足金平湖的

农耕条件，研发推广应用适应本土地形、适应设施

大棚、适应家庭农场的微型化、轻便化、多功能农

机装备，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提到农业，最先联想到的往往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劳作场景。但在 2017年，随着全省首个

农业经济开发区在广陈镇成立，平湖迈入了现代

农业的快速发展期，高科技项目、国际化人才纷至

沓来，开辟了乡村振兴的新模式。中以设施农业

示范园是较早落户农开区的项目之一，于 2019年

投产。该项目依托以色列高密度循环科技水产养

殖技术，建设了工厂化养殖示范点，在180立方米

水体下可年产高品质淡水鱼15吨以上，在实现节

水、节地的同时，食品安全也更有保障。这项技术

的引入，为农开区项目招引绘就了底色，也为向现

代农业转型开了个好头。

今年的春耕备耕时节，平湖机械化助力春耕提

质提效也令人欣喜。一架架排列整齐的无人植保

飞机、一台台擦拭干净的插秧机……当记者来到我

市新广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内的农心粮油专业合

作社，农民正在为农业机械进行冲洗保养。今年2
月起，合作社就开始对每块区域的机械设备进行检

修保养。“春耕前，我们将无人植保飞机、插秧机、翻

耕机以及烘干设备、加工设备等全部检查清洗一

遍，进行维修保养，这样随时可以拉上‘战场’。”农

心粮油专业合作社副总经理刘登军说。

我市依托省级农业领域“机器换人”示范县建

设，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在农心粮油专业

合作社，除了已有的农机设备，今年合作社还新购

了14台农业机械，建设一套“智慧农机”系统。这

个系统将监测各类机械运作状态管理等方面的卫

星定位与信息化网络监测及网络服务。通过采用

新机具、新技术，将减少春耕作业次数及费用，增

加粮食产能。自我市推出“机械强农”以来，农心

粮油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机械化，不仅满足了自

有 7800亩土地的育秧育苗、播种、插秧、收割、加

工、销售、仓储全程机械化，还对外进行农机社会

化服务，为平湖及接壤地区种植大户、农民提供机

械化指导。

农心粮油合作社大大小小的农业机械设备，

也昭示着全市农业机械化迈出的铿锵步伐。去

年，我市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数据亮眼。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积极引导农机组

织（个人）购置大中型拖拉机、插秧机、无人植保飞

机等先进机械装备，自去年 12月以来，已购置拖

拉机、联合收割机、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等农业机

械 196台，全力备战秋收冬种。同时，创新“全程

机械化+综合农事”综合服务，打造一批农机专业

合作示范社，开展农机作业、统防统治、集中育秧

等社会化服务。此外，积极对接农机经销商和维

修网点，指导落实农机常用零配件、易损件的供应

保障，做好农业机械隐患排除、维修保养工作，确

保农机具安全性达标。组织农机技术人员开展农

机安全检查，排查农机安全隐患，并联合农机经销

商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农机具安全技术指导。

机械强农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还提升

了农业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那么，机械强农是

如何逐渐成为平湖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制胜法宝的

呢？

加强农机智慧管理能力——投资 300万元建

成市级智慧农机管理服务中心，目前已对拖拉机、

插秧机、收割机等可移动大型机具安装北斗农机

管家 483台，有效对接大疆、极飞等植保无人机

285台，通过对主要农机作业环节的智能化监测和

终端数据的自动采集，实现农机大数据管理与辅

助决策，有效提高农机化管理水平和智慧农机应

用水平。我市“粮食生产中农机全程数字化应用”

入选“2021全国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

式优秀案例”。

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积极开展农机

装备“合作社购买、农民租用”“共享农机”等模式

创新，按照“一次布局、分步实施、动态调整”的原

则，培育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由村集体参与开展

机耕、育插秧、病虫害统防统治、机收、粮食烘干储

存等社会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市拥有

各类农业机械近 5万台（套），农机化作业服务合

作组织42家，年均维修农机具1.4万台次，农机经

营总收入 1.6亿元、净利润 0.3亿元。全市建设有

智慧农机示范基地 6个，创建省级数字农机示范

基地2个。如千瑞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无人

机植保防治，拥有无人机125台，年均可完成飞防

作业 30万亩次，实现农药减量 5%、人力成本节约

50%。全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及水

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达91%以上，设施农业、

畜牧养殖、水产养殖等机械化率达70%以上。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围绕农业经济开发区主

平台，持续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围绕“平台、资

金、人才、服务”等关键环节，“筑巢引凤”“聚才引

智”，打好农业招商“组合拳”，全力推动农业“双

强”行动落地见效，确保农业“双强”行动“建设有

基础、投入有保障、智力有支撑、服务有能力”，走

出一条增产、增效的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新路子，为

农业“双强”行动树立良好样板。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
【机械强农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