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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韩佳诺

中国中国““ZZ世代世代””绘就春耕新图景绘就春耕新图景

春回日暖，田耕正忙。用北

斗为播种导航、借助无人机施肥

打药、通过卫星遥感测算收割时

间……这个春天，越来越多“Z世

代”新农人走进田间地头，带来春

耕新气象。

“00后”当起了“田保姆”

“我种了 500 多亩地，其中

300多亩都交给‘田保姆’管理，春

耕时节不用担心错过农时，省心

多啦。”刚跟记者接上话，江西省

吉安市永新县沙市镇涂下垅村村

民程先华就对“田保姆”赞不绝

口。

他口中的“田保姆”，是“00
后”新农人程如章。从田地翻耕到

育秧插秧，再到无人机飞防，他都能

一手包办。走进程如章的库房，只

见插秧机、拖拉机、旋耕机等20多

台现代化农机一应俱全。

几年前，程如章跟着父亲种

起了田。“我看准了规模化、机械

化种粮的趋势。”他说，以春耕时

节的插秧作业为例，以前 10多人

忙活个把小时才能插完一亩田，

如今插秧机10多分钟就能干完。

“并非只靠经验、靠体力就能

种好田，还要算好经营账、调配好

农机资源。”程如章在当地创建了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为周边农户

提供机耕、机插、机防、机收等农

事服务。

如今，他接到了 3000多亩农

田的服务“订单”，周边农户都乐

意把农田托付给这个老练的“新

农人”来打理。

“农业天地广阔、大有可为，

正成为一个‘炫酷’的行业。用心

深耕，一定能创造更美好的生

活。”程如章信心满满地说。

北斗让种田不走“弯路”

这几天，河南省商丘市民权

县农民刘富康格外忙碌。今年春

耕，他用新买的无人机 4天内便

打完了1600亩小麦的农药。

1996年出生的刘富康喜欢学

习、尝试各种新农用技术，先进、

智能的农业设备都是他的“心头

好”。

他了解到，可以借助北斗导

航系统进行精准播种，甚至可以

实现无人驾驶，便来了兴趣，很快

为自家的两台拖拉机安装上北斗

智能终端。

现在，刘富康已经将这套系

统“玩”得很熟练。播种玉米时，

坐在拖拉机上只需要在转弯的时

候把一下方向，其余时间都无须

碰方向盘，他可以转过身来观察

后面播种的情况。随着拖拉机的

匀速行进，种子、化肥和滴灌带可

同时埋入土壤中。

“只要在北斗智能终端中设

定好地块数据，播种机就能进行

直线播种，每千米的误差在厘米

级，播种精度明显提高，每天能播

种上百亩。”刘富康说，为自家地打

完农药后，他又操控着无人机为托

管的小麦打起了农药。

“我现在觉得种地很有前景，

也很有意思，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的东西。将来随着智慧农业的发

展，种地一定会越来越轻松。”刘

富康说。

从自己“会种地”到带领
大家“慧种地”

28岁的张弋堃是澳大利亚留

学归来的硕士。两年前，她加入

江苏省镇江市的润果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果农业”），

成为一名“新农人”。和她一起工

作的还有 20多名年轻人，其中不

少是农科、机械专业毕业的大学

生。

他们的到来，给润果农业的

农业生产注入了“新血液”，带动

了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

现。

在润果农业，现代化技术手

段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

带动 1万多户农户从“会种地”到

“慧种地”：借助卫星遥感，可以精

准判断农田的收割时间；有了土

壤墒情传感器，能够精确测算土

壤的肥料需求；通过物联网技术，

无人插秧机在恶劣天气下也能高

效作业……

“这些黑科技和新项目，让我

觉得种地可以不再苦不再难，甚

至还可以是新鲜、有趣、时尚、吸

引年轻人的。”张弋堃说。

今年春耕期间，润果农业“新

农人”团队联合上海科研机构，使

用 140马力纯电动拖拉机率先开

展小麦“耕、种、管”全流程电动化

作业。纯电动拖拉机充一次电能

工作四五个小时，比用柴油省钱

又环保。农忙期间作业不停，移

动补能车如同“充电宝”，5分钟即

可完成拖拉机电池更换，再也不

用担心农机“趴窝”在田里。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

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

1200万人，其中不少是“Z世代”

年轻人。

“希望农业越来越智能，农民

收入越来越高，农业生产更加可

持续。”张弋堃说，期待更多年轻

人投身现代农业，用科技、管理和

创新为中国农业带来更多可能。

“起飞、悬停、飞行喷洒……”

近日，贵州多彩卉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涛

趁下雨的间歇，在位于贵州

省凯里市下司镇淑里村的蜂

糖李种植示范基地，与凯里

学院两名科技特派员使用植

保无人机对全园进行喷洒农

药，同时直播极端天气蜂糖李

保花保果技术。

一般李树是在开花的露白

期进行喷洒保花保果药物，而

凯里市下司镇蜂糖李种

植基地通过多年试验，

在低温阴雨天气下，对

盛花期蜂糖李进行全园

喷洒，提高坐果率。

现场直播画面显

示，该基地满树繁花簇

拥，洁白无瑕，仿若皑皑

雪山，两名无人机操作

员在生产便道上，娴熟

地遥控着植保无人机，

无人机在基地上空来来

回回，喷洒出浓浓的白

雾，均匀地喷洒在蜂糖

李树上。

今年开春以来，凯

里市蜂糖李陆续已进入

了盛花期，却碰上了低

温阴雨的“捣乱”。

众所周知，这天气

不仅影响了花朵的正常

授粉，还增加了病虫害

滋生的风险，让蜂糖李

的坐果面临巨大挑战。

贵州大学副教授陈

红、黔东南民族职业技

术学院教授李民和、凯

里市农业农村局经济

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

师张卫书等科技特派

员，闻讯赶赴该基地进

行“会诊”。

5 年前，贵州多彩

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土地流转的形式，在凯里

市下司镇淑里村引种蜂糖李成

功，现在种植面积为500亩。

龙涛说，该企业通过政企

研学一体化，遵照科研单位指

导技术进行生产，推广应用

技术，现在已成为贵州大学

农学院、凯里学院、黔东南民

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科

研实践基地”。

目前，这里还建成了贵州

省蜂糖李资源圃、凯里学院博

士服务站、贵州大学农学院专

家陈红工作站。

陈红为贵州大学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园艺学

会李杏分会常务理事、贵州

省李子首席专家、贵州省级

科技特派员等，曾主持和参

加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30 余项，获贵州省科技成果

转化一等奖 1项，发表学术论

文40余篇等。

蜂糖李，是贵州省镇宁县

特产，为现有李子中最高品质，

因其生长特性对种植环境及管

理技术要求苛刻，产量低、品质

高、市场价格昂贵。

分析指出，蜂糖李开花期

遇到低温阴雨天气，其花粉和

柱头、粘液易被雨水冲刷掉，蜂

糖李授粉受精受阻，导致坐果

率低。

陈红指导并建议，在果园，

采用水肥一体化设施对蜂糖李

地下补充施入海藻酸及高氮水

溶肥，同时采用植保无人机在

蜂糖李开花树上，喷洒“液体

硼+磷酸二氢钾+氨基

酸水溶肥”……“赶紧

实施，保花保果。”陈红

说。

当天，该基地蜂糖

李已进入盛花期，洁白

的李花层层叠叠，如繁

星般缀满枝头，微风拂

过，花香四溢。

他们马上行动起

来，施用肥水一体化设

施和植保无人机作业，

采取地上灌天上喷，4
个多小时后，对全园进

行喷洒（灌）了一遍。

龙涛告诉说，去年

采取这种方法积极应

对持续的“倒春寒”天

气，当地温度达到零下

4 摄氏度，但没有造成

蜂 糖 李 授 粉 坐 果 影

响。经贵州省水果专

家组测产表明，凯里市

下司镇蜂糖李种植示

范村基地 3年生树亩产

546公斤以上。

去年，该基地蜂糖

李荣获 2024 年贵州省

首届蜂糖李品鉴会一

等奖和 2024 年度“贵

果”“最美果园”称号。

陈红 2016 年承担

的贵州省科技厅科技

支 撑 计 划 项 目《蜂 糖

李促花保果增产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于 2019年结题，现

已 在 全 国 多 个 产 区 推 广 应

用，效果很明显。

陈红表示，针对贵州省地

域灾害性天气影响蜂糖李正常

坐果，他们不断优化科研成果，

作了一些技术调整，对于蜂糖

李提质增效效果不错。

多年来，陈红通过在贵州

省镇宁县、凯里市、惠水县、罗

甸县等地多个蜂糖李种植基

地，试验示范这项科研成果，同

时推广《蜂糖李早实丰产栽培

技术规程》《贵州省蜂糖李键技

术集成与示范》等，为贵州省蜂

糖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

要技术支撑。

目前，贵州省蜂糖李已由

几十株母树发展至种植面积

80万亩。

陈红表示，凯里市下司镇

蜂糖李种植基地是贵州省最成

功的基地之一，经过试验示范

已取得显著成果，对贵州省蜂

糖李栽培很具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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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广西壮族

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近

500家茶企、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带动 30多万涉

茶群众，抢抓春茶黄金季，

全力推动茶叶精深加工生

产。目前，三江侗族自治

县茶叶种植面积有21.5万

亩，干茶年产量超 2万吨，

年综合产值87亿元。

上图：在三江县御香

茶业有限公司车间，一名

工人在操作机器处理茶叶。

下图：三江侗族自治

县茶农在山上采茶（无人

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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