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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建玲

为加快智慧养殖机械化技术与装备
推广应用，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
总站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智慧养殖全程
机械化技术培训班。

近年来，全国畜牧业加快向标准化
规模养殖转型升级，水产养殖业加快向
绿色高效转型升级，设施装备总量持续
增长，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在此基础
上，我国大力发展智慧养殖，提升智慧养
殖全程机械化水平，以规模养殖场为重
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对传统养殖
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升级，实现精准调

控、精准作业、精准管理，从而提高劳动
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减少
资源消耗，降低碳排放。

培训班采用专题讲座与现场教学相
结合的方式，讲授了生猪、蛋鸡、肉鸡、奶
牛、肉牛、肉羊等主要畜种智慧养殖机械
化技术，饲草（料）收获与加工机械化技
术，深远海虾蟹养殖、陆基设施养殖等主
要水产养殖模式机械化技术。同时，就

《智慧牧场机械化建设指南 第 1 部分：
孵化场》《智慧牧场机械化建设指南 第2
部分：养鸡场》《智慧渔场机械化建设指
南 第1部分：工厂化养殖》等3项农业行
业标准向参训人员征求意见。

智慧养殖全程机械化技术培训班
在武汉举办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1.05万亩
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依托先进农机、智慧
农业服务中心、农业土地托管，抢抓晴好天
气开始收割小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在崇兴镇中渠村的麦田里，金黄的麦子
鼓胀饱满、摇曳飘香，田间一派喜人的丰收
景象。农机手驾驶着大型收割机在麦田里
来回穿梭，一株株成熟的麦穗顺着传送带进
入收割机的储粮仓完成脱粒，金黄色的麦粒
从卸粮筒喷涌而出。

“我们中渠村今年种了600亩小麦，今天
上了 2台最新的‘福田谷神’收割机，这个机
械收得干净，3 天可以将 600 亩小麦全部收
割完毕。”崇兴镇中渠村村干部黄文云说。

从大田高产到颗粒归仓，机收减损是重
要一环。在位于“饶有兴渠生活圈”的智慧农
业服务中心，农机精准作业监管服务系统精
确显示着田间机械作业状态、实时定位、智慧
调度、质量核查等信息。这个智慧平台不仅
监管着中渠村的农机作业，同时也监测着周
边6个村的农机作业过程，通过全过程监管、
实时化监测、数字化管理进一步提升了农机
作业质量和效率，助力小麦高效收获。

“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渠村
打造了农业智慧服务中心，对周边 6个村进
行农业土地托管，并对他们的农机进行集中
化管理，实现智能收割。”崇兴镇中渠村村干

部金宝梅说。
像中渠村这样的农业智慧服务中心，在

灵武市共有 9家，通过土地托管对农民的土
地进行“保姆式”服务，实施耕、种、管、收一

站式托管服务，有效解决了农户种植、管理、
收获过程中用工难、效率低、损耗大、费用高
等问题，让农民“坐享”丰收。“以前种田叫面
朝黄土背朝天，如今有了托管服务，咱老百
姓也能当上‘甩手掌柜’，‘坐享’丰收。”中渠
村村民马宝贵开心地说。

灵武市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唐卫宏说：“我们通过组织保障、机具保障、
互联互动、机修减损确保我们的夏粮生产工
作全面推进。”

为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灵武市农业农村部门围绕“稳面积、增产
量、提质量”的目标，从品种选择、机耕机播、
施肥管理到采收的每个环节全程做好技术
跟踪服务。共投入大中小型拖拉机及配套
农机具 4939 台（套），其中动力机械 2335 台
（套）、耕整地机械 1671台（套）、种植施肥机
械 480 台（套）、植 保 及 收 获 机 械 452 台
（套）。同时，组织人员检修保养拖拉机1200
台次以上，播种机109台以上，开展隐患排查
140次，组织农机经销商、维修网点筹备各种
零配件2万余件，持续推进小麦标准化、机械
化生产，积极带动农户转变生产方式，提高
生产收入，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确保高
质量完成“三夏”机械化任务。

宁夏灵武

智慧收麦 “坐享”丰收

□□ 李碧琦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今年以来，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
以实施国家绿色农资升级行动试点为抓
手，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农资流通主渠
道作用，探索农资服务新路径。

卢龙县刘田各庄镇前双庙村村民王
英辉是村里小有名气的“土专家”，今年
他加入县供销社组建的“农资经纪人”队
伍，成了一名专业“经纪人”，为农户提供
农资供应、农技指导等线上线下服务，帮
助农民解决生产上的“疑难杂症”，还联
系农资企业送货到家。“今年比往年轻松
多了。”村民李香萍说，“从选种，到育苗
下播、施肥治虫，再到收割，‘一条龙’服
务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我们创新了‘村党支部+供销合作
社+企业+经纪人’的农资经营模式，租
用了村集体闲置房屋，建立农资网点，还
聘请了农资经纪人。”王英辉告诉记者，

“这样村集体有增收、经纪人得提成、农
资有市场、农民也得到了实惠。”这一农
资经营模式自 4 月份运营以来，已帮助
销售农资 47吨，为供销社、村集体、经纪
人增收2万元。

在位于印庄镇的卢龙供销智能配肥
中心，前来检测耕地土壤的农民络绎不
绝。工作人员将土壤放入检测仪，一会
儿检测仪就将各项数据检测出来，随后
智能配肥机根据检测结果自动生成施肥
配方。据卢龙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
任王志会介绍，该县建成了农资展示销
售配送中心、技术服务中心和智能配肥
中心，可以实现根据不同地块、作物品种
量身定制“营养餐”。“通过测土配肥，农
户可以根据不同的土质种植不同的作
物，精准施肥，降低种植成本，提高产量
增加收入。”王志会说。

为提高农户“点餐”、供销“配餐”效
率，该县投资 200 余万元改造提升仓储
中心和基层网点，通过建立集采议价机
制，每吨农资采购成本降低了 5%~10%。

利用 1 个农资销售配送中心和 380 家农
资经营服务网点，与农资企业强强联合，
做好农资对接、协商供货，及时调拨农资
补充仓储，降低农资采购运输成本，优惠
农资品种达到 100 种以上。同时，开展
延时经营、拆整卖零、电话预约、送货上
门等服务，15辆农资配送车分片运输，基
本实现农资“1 小时达”。今年已完成线
上农资订单300个、共计销售60吨。

此外，该县还推出“卢龙供销智慧农
服云平台”，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经营的 208
种农资产品仓储、调运、分拨、配送全过
程跟踪追溯，并提供农资购销、农技培
训、气象信息、AI解答等智能化服务。通
过网络云平台，农民可以在手机上下单，
足不出户就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化肥。

同时，该县推广实施玉米、甘薯绿色
高效示范项目，以减肥增效、绿色种植为
突破，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新模
式；组建卢龙供销农机联盟，实现肥药科
学化配制、精准化使用、集约化统施；建
立“中检科卢龙县联合快检实验室”，为
全县农产品提供安全检测；推进“电商兴
农”，注册“卢供好礼”品牌，开展直播活
动，变“提篮叫卖”为“网上摆卖”，解决农
民“不好卖、卖不好价”的难题。

通过农资销售增点成网，全程服务
提质增效，基层社“一社多能、一点多
用”，卢龙县为农服务“触角”不断延伸，
形成了以县生产资料公司为龙头、乡镇
农资服务中心为支撑、村农资销售站为
网点的“县乡村”三级农资服务体系，实
现了农资得市场、基层社得壮大、农民得
实惠的“多方共赢”。

零距离服务农户，全场景帮助农
户。自去年 6 月该县获批全国“绿色农
资”升级行动试点以来，全县供销系统找
准服务发力点，统筹推进农资供应结构
优化、服务方式创新，监管数字智能和新
产品、新技术应用，不断增强供销系统为
农服务能力，为农民购买使用农资提供
便利。

河北卢龙
为农户提供农资购买“一条龙”服务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小川

近日，《农业无人机行业白皮书
2023》（以下简称“白皮书”）发布。白皮
书显示，无人机已成为农业生产中不可
或缺的关键工具，在提高粮食产量、改善
土壤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提供了新的
解决方案。据了解，我国大疆农业无人
机全球累计作业面积突破 75亿亩次，覆
盖了中国 1/3 的农业土地，累计培训
6000 名农业无人机教员、30 万名农业无
人机飞手，惠及数亿农业从业者。

2023—2024 年，随着全球越来越多
农业从业者开始使用农业无人机，各国
政府对农业无人机的管理进一步深化，
包括开放农业无人机作为低风险航空
器，购置农业无人机时提供补贴，以及类
比地面器械进行农业用药指导等。在海
外，巴西民航局降低对农业无人机的管
理，取消适航要求，改为实名注册和执照
管理，大大降低了使用农业无人机的门
槛 ；欧 洲 采 取 统 一 的 国 际 标 准
ISO23117-1，节省了农业器械强制性认
证的时间；澳洲民航局发布对农业无人
机的支持政策，农民在自有农场施药无
需申请许可，同时允许农机超视距作业
和集群作业。

白皮书指出，我国的有关政策法规
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无人机发展。2023年
6月28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
行条例》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
对无人机的法规，为农业无人机应用场
景开放了更多的可能性，体现了国家支
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农业管理“放管
服”的工作原则。

农机购置补贴是中央强农惠农政策
的重要内容。从 2017年开始，农业农村
部会同财政部、民航局启动实施了农机
购置补贴试点工作，对购置符合试点条
件的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予以补贴。根

据全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数
据，2021—2023年，全国农业无人机补贴
公示申请单数为58098单，总公示台数为
68047台，平均每单申请1.17台农业无人
机。在金额方面，2021—2023 年全国农
业无人机补贴总额超 7亿元，其中 23年
补贴公示金额接近 4 亿元，每台农业无
人机的平均补贴额为10500元，补贴申请
总金额前五的省份为江苏省、安徽省、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湖北省以及江西省，均
在6000万元以上。

农业无人机行业蓬勃向上，为推动
现代农业节能、环保、高效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白皮书数据显示，使用农业无
人机进行 5 亿公顷的作业，累计能节约
用水 2.1 亿吨，相当于 3.9 亿居民一年的
饮水量；减少碳排量 2572 万吨，等同于
12 亿棵树一年的固碳量；减少农药使用
量3.75万吨。

农业无人机不断普及，根本作用是
生产效能的提升。例如，作为我国最重
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小麦具有耐寒、耐
旱的特性，适宜在新疆种植，但在融雪
前需迅速完成肥料追施。使用具备融
雪肥播撒功能的无人机极大地节约了
农作物灌溉用水量，助力农户摆脱“靠
天吃饭”的困境，为新疆干旱地区农作
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力保障。玉米与小
麦面临类似的境况，受限于玉米本身植
株较高，且部分地块地形复杂、种植规
模较大，传统地面打药设备无法大规模
应用，这也导致了玉米产量和品质的损
失，而使用无人机打药则没有这些限
制，有效降低了劳动力投入、提高了农
药的使用效益。

农业无人机作为我国新质生产力代
表，也为海外的农业发展输出了中国影
响力，从泰国的榴莲飞防到马尔代夫的
林业保护，未来，无人机将为全球粮食安
全和农业生产作出更重要的贡献。

《农业无人机行业白皮书（2023）》显示——
我国农业无人机应用拓出新高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见习记者 陈楠

近日，2024 年科学安全用药培训（湖
南益阳）暨稻田杂草绿色防控与除草剂减
量增效使用技术现场观摩活动在湖南省
益阳市桃江县召开。会议由中国农药发
展与应用协会和湖南省植保植检站主办，
合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桃江县植保植检
站承办，旨在通过现场观摩、技术交流与
经验分享，推广和展示稻田杂草绿色防控
与除草剂减量增效使用技术的最新成果，
促进除草剂减量使用、安全使用，保障水
稻丰产和农民增收。

“长江流域的稻田草害具有杂草种类
多、杂草密度高、出草时间长、抗性强等
特点，导致农民需成倍使用除草剂，带来
生态环境隐患和作物安全风险。因此，
促进除草剂减量增效使用是当前亟待解

决的任务。”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会
长周普国表示，针对稻田杂草绿色防控
和除草剂安全使用，应加强监测预警、采
取综合防控，根据水稻栽培模式、土壤墒
情以及除草剂特性，优先进行土壤封闭
处理，在杂草幼苗期趁早实施茎叶喷雾
处理。

据悉，封闭除草技术可以大幅降低
田间杂草基数，提高整季杂草防控效果，
抗性风险通常低于茎叶喷雾处理。封闭
除草剂能在土壤上形成一层药膜，杂草
的幼芽或根系触碰到这层药膜时就能被
有效扼杀。

桃江县常年水稻播种面积 80 万亩，是
全国第一批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百强
县。在位于桃江县灰山港镇河溪水村的观
摩现场，记者看到，虽然当地近日连续降
雨，但水稻并未出现明显倒伏，而是郁郁青
青、茎壮苗挺，深深扎进泥土里。与空白对

照田相比，用药后的水田几乎看不到杂草，
而未用药的水田则草盛稻稀，即便凑近看
都难以从中找到水稻的“身影”。

桃江县植保植检站副站长莫长安说：
“这个示范基地有 30 亩，包括有机插秧稻
田和水直播稻田，主要使用了全新封闭除
草剂‘稻尔乐’和‘稻园丁’，作用十分明
显。”据介绍，“稻尔乐”的活性高、用量低，
药效、持久性均优于常规封闭除草剂，且
用量是常规酰胺类药物的 1/12~1/6，用于
移栽水稻防治禾本科杂草稗草、千金子均
有较高的适用性。

“‘稻园丁’能够做到封杀兼备，在水
稻立针后至水稻分蘖前都可以使用，封闭
时间长，可以控草至水稻封行，与现有稻
草除草剂没有交互抗性，并且适用于各种
栽培场景。”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研究员刘都才说。

周普国介绍，2023 年，“稻尔乐”和“稻

园丁”在全国各地 2.6 万亩稻田开展了试
验示范，均表现出安全、高效、持久、使用
方便等优点，在水稻田做土壤封闭处理和
苗后早期封杀除草效果上也表现出色。
今年，这两个产品已进入全国农技推广中
心组织的全国稻田除草剂田间药效试验，
对稗草等多种禾本科杂草防效显著，为水
稻田封闭化除草提供了新的选择。

近年来，湖南省大力推广稻田杂草绿
色防控与除草剂减量增效使用技术，设立
稻田杂草综合防控技术集成示范项目，安
排专项资金，组织平江、桃江、桃源等 14 个
县区开展稻田杂草综合防控示范区。

“去年湖南省主要农作物病虫草害防
治面积达 5.87 亿，通过防治挽回粮食损失
614.6 万吨。封闭除草技术的使用将推动
我省稻田杂草绿色防控与除草剂减量增
效工作再上新台阶。”湖南省植保植检站
站长张政兵表示。

用好封闭除草技术 力促水稻绿色丰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艺璇

近日，第十四届生物农药发展与应
用交流会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会议以

“生物农药、生物合成、生物制造”为主
题，总结交流生物农药发展现状和趋势，
分享最新科研成果和前沿市场信息，为
促进生物农药科技创新、推动农药产业
绿色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师法自然”，生物农药前
景向好

豇豆是我国百姓餐桌上的“常客”，
但在其生长过程中，总会受到“头号害
虫 ”—— 蓟 马 的 侵 扰 ，产 量 损 失 高 达
70%。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徐汉虹介绍：

“防治蓟马时，农药施用位点与蜜蜂分布
位点高度一致，使用不当会导致蜜蜂种
群数量下降，影响作物授粉，从而降低产
量。”一边是粮食安全，一边是生态安全，
该如何兼顾？徐汉虹从大自然中找到了
新的思路：“从昆虫五感出发，挖掘信息
物质，干扰昆虫行为，大幅延缓抗性产
生。”植物源引诱剂便是由害虫偏好食源
或其挥发物研制而成，能够吸引害虫至
某一特定范围内集中诱杀或配合诱捕器
诱杀，大量降低虫口基数，减少化学农药
的使用，达到防治目的。

这类利用活体生物，或者生物代谢
产生的具有农药活性的物质，来防治农
业有害生物的制剂，就是生物农药。2022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到2025年化学农药
减量化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用生物农
药替代化学农药。在当前全球面临粮食
安全与生态环境风险双重挑战的大背景
下，农药产业的绿色发展，特别是生物农
药创新创制尤为重要。

近年来，我国生物农药登记管理的
范围不断完善，登记资料要求更加科学
合理，登记成本降低且更加快捷。同
时，生物农药评价标准体系也在不断丰
富，目前我国已制定生物农药产品质量

标准 46 项和方法标准 5 项，生物源农药
药效评价、使用及天敌生物饲养方法标
准有 22 项。

同时，一批绿色高效的生物农药研
制成功，已成为农作物绿色防控的重要
抓手。“细菌性病害为植物第二大病原
物，呈现出逐年高发的态势，亟须创新农
药产品。”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
长宋宝安说道。经过多年努力，宋宝安
院士团队构建了天然产物源的生物农药
创制平台和杀菌剂靶标发现及验证技术
平台，获得候选杀菌剂 3 个，发现原创靶
标3个；研发出生物农药乙蒜素和松脂酸
铜新制剂并获得农药登记；建立作物细
菌性病害绿色防控新模式，有效提高了
农作物病虫害防控能力。目前，相关成
果已推广应用 3145 万亩，为农药行业高
质量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

浪潮涌动之下，越来越多新产品进
入市场，生物农药产业发展迅速。2022
年我国农药市场规模为 150.3 亿元，预计
到2027年将增长至330.9亿元，年均复合
增长率将达到 17.1%。2023 年登记的新
生物农药占新农药品种数量的90%，且均
由国内企业自主创制或合作研发。截止
到 2023 年底，有效登记状态的生物农药
有效成分 152 个、产品 2000 余个，占我国
有 效 成 分 、产 品 数 量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20.6%、4.3%（其占比均不包括仅限出口的
数量）。

技术革新，生物制造再添
动能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生物制
造等新增长引擎，这是“生物制造”首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生物制造是利用生
物体机能（主要是微生物细胞或酶）进行
物质加工与合成，生产各种人类所需产
品的绿色生产方式。合成生物学作为生
物制造产业的核心技术，被誉为“第三次
生物技术革命”，是21世纪颠覆性前沿技

术之一，已成为一条新的“黄金赛道”。
“如今，生命科技进入重大质变的关

口，合成生物学已成为人类健康和生命
科学集成式发展的巨大驱动力，在生物
药物、生物能源、生物材料、医疗技术以
及探索生命规律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
成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名誉院长邓子新表
示，合成生物学正在改造或颠覆传统大
健康产品的研发路径，我们的研发会从

“找菌种”变成“找基因”，从“被动筛选”
变成“主动创新”，从“利用自然菌种”到

“人工设计产生菌种”。
生物农药不仅是农业科技领域的一

个重要成果，也是生物合成、生物制造应
用领域的一个典型例证。在技术的加持
下，生物农药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例如，D-柠檬烯是一种绿色的杀虫、杀
菌、除草天然成分，以往只能从植物中提
取，但徐汉虹和团队利用代谢工程改造酿
酒酵母，高效合成了D-柠檬烯生物农药。

同时，各家企业也在积极入局，进行
有益尝试。“生物农业是生物制造目前应
用的一个常见领域，而微生物多样性资
源（菌种、基因、酶分子、天然化合物）则
是生物制造的基石。”慕恩（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蒋先芝说，他们已搭
建起从发现、筛选、改造到应用微生物的
完整产业化技术体系，并建立了全球最
大、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物菌种库和
基因元件库，保存了超 27 万株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微生物菌株。在此基础上，
该公司聚焦生物防治和土壤健康，推出
了多个国内首创的农业微生物产品和功
能菌株。

创“新”提“质”，生物经济
未来可期

在生物农药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其生产和使用仍存在一
些局限性。“大部分生物农药的防治成本
较高、速效性较慢，与之相比，生物化学

类农药的防治效果较好，农民更容易接
受。同时一些生物农药在使用上较为复
杂，配置药液时比较麻烦。此外，目前生
物农药的推广还不到位，基层的农药经
营门店还是以传统化学农药为主。”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病虫害防治处处
长郭永旺表示。

对于以上问题，中国农药发展与应
用协会会长周普国提出了几点建议：“一
是要加强研发创新，加大对新型生物农
药研发的支持力度，降低生物农药成本，
加快生产更高效、更环保的生物农药产
品，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二是要加强
生产监管，逐步建立完善生物农药产品
质量标准，加强生物农药产品生产监督
检查，提高生物农药产品质量；三是要持
续加强对生物农药的示范和宣传推广，
并协调应用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形成
配套解决方案；四是要加强国际合作，鼓
励我国生物农药公司走出去，让中国产
品惠及世界，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提
升我国生物农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市
场知名度。”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十四五”生
物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重点围绕
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出一批新
一代农业生物产品。面向新的机遇，各
方主体已经行动起来。本次会议期间，
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及其生物农药
专业委员会联合政府部门、科研院校、农
药企业，整合生物农药产业链强势资源，
启动了“向‘新’而行，以‘质’致远——生
物农药新质生产力创新与发展行动”。
据了解，该行动计划时间为 2024 至 2026
年，通过开展生物农药产业全链条发展
调研等活动及相关工作，深刻理解和把
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以科技创
新为根本引擎，着力打造中国生物农药
产业“芯片”，助力新技术、新产品的迭
代升级，以生物制造、生物合成技术加
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启生物经济
新引擎。

生物农药：浪潮涌动蕴新机
——第十四届生物农药发展与应用交流会侧记

灵武市祟兴镇中渠村，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