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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不足需要施肥，光照太强
需要遮阳，湿度不够需要补水……
若按照传统农业模式来处理，农民
难免会忙得手忙脚乱。现在，这一切
有了更为“舒服”的操作方式。

在茶陵县马江镇现代农业产业
园，温室大棚有了智慧“大脑”。“坐
在房间喝着咖啡就能种地了。”该产
业园管理员唐芝琳自豪地说，种地
不再手忙脚乱，监控屏上实时显示
大棚里的空气湿度、温度、太阳辐
射、土壤湿度等，相当于小型气象
站，水肥一体化的智能系统可以定
时定量灌溉水肥，控制土壤湿度，甚
至通过手机也能操作，这里种植的
圣女果、水果黄瓜等颇受市场青睐。

“从种子萌发到成熟期，系统可以实
现整个生育期的全部监测。”她说，
设施农业不仅节水节肥，产量还可
提高约 15%。

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为农业与土
地赋能，成为越来越多农业经营者
的“增产密码”。

记者来到位于渌口区渌口镇木
易现代农业基地，连栋智能控温玻
璃大棚引人注目。这里采用“水肥一
体化+沙培”技术，利用渌江水循环

系统自动控温，实现智慧化、节能化
种植蔬菜瓜果。

置身其中，只见一排排绿油油
的黄瓜苗长在河沙铺成的围框内，
一根黑色细长管子挨着黄瓜苗铺
设，每隔 25厘米有一个小孔，一点一
点流出液体，就像在给黄瓜苗“打点
滴”，用手一摸，沙质疏松，只有根部
略微潮湿。

“分植物品种按需配比，按照植
株生长面积测算浇灌时间，只要轻
轻一按，系统就会在设定的时间内
自动完成浇灌任务。”该基地负责人
介绍，若气温超过 35℃或低于 10℃，
会发出声音警报，像这样一个单体
占地 6000 平方米的智能大棚，只需
一人就能玩转，再也不用像过去那
样两脚泥的往田里跑了。

在醴陵市浦口镇浦缘农机专业
合作社，自动喷淋装置均匀地洒着
水，秧苗上结着晶莹的水珠。“用手
机 App可调节大棚内的温度、湿度、
光照，真是轻松又快捷！”该合作社
理事长黄建明表示，“穿着皮鞋可以
育秧。”

从会种地向“慧”种地转变，株
洲的春耕生产正涌动着蓬勃活力。

农田变良田 抗灾又增产

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难，种
植大户对生态有机肥需求旺，如
何破题实现二者相得益彰？攸县
开始了有益探索。

去年，该县实施绿色种养循
环试点项目，发展绿色种养循环
农业，养殖业和种植业成了“好
朋友”。“县里有 8 家粪污收集处
理还田服务组织，吸粪车 24 台，
粪污专用运输车 25 台，固态粪
肥施用机械 22 台，机械化施肥
能力每天达到了 3460 亩。目前
全县畜禽粪便利用率超过 90%，
化肥用量同比下降 4成以上。”该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如数
家珍。

攸县有近 300 家规模养殖
场，一天产生粪污 676 吨。“粪污
通过发酵，添加复合生物菌，把
臭气分解，将有害虫卵杀死，变
成达到国家标准的有机肥。”该
县粪污收集处理还田服务组织
负责人谭国良说，如此，既不污

染环境，也为种养户降低了成
本。

发展循环农业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题中之义。用好“放错了
地方的资源”，不止攸县在行动。
去年，茶陵县开展秸秆禁焚和综
合利用行动，出台奖补政策调控
行动，农户争先恐后卖，企业想
方设法收，走上了一条“五化”
（饲料、燃料、基料、肥料、原料）
处理的资源循环利用之路，实现
了农户增收、企业增效、大气净
化的多赢局面。该县引入企业参
与，对回收的秸秆进行加工粉
碎，再和粪便混合发酵，制成有
机肥，用来种植经济作物，既改
良了土壤，又延伸了产业链。醴
陵市明月镇通过将养殖场的粪
污集中堆贮，利用微生物菌剂将
粪便自然分解转化为有机肥，粪
污处理效果显著，这种“粪污”变

“粪肥”的绿色种养循环新模式
广泛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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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毅

人勤春来早，地勤土生金。行走在
春风吹拂的株洲南五县市区，田间地
头处处呈现出一派忙碌景象。各地在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抢抓春
耕生产有利时机，播下丰收的新希望。

你看，在广袤的田野上，远处油菜

花迎风摇曳，近处各类农机纵横驰骋，
眼前“天眼”代替了“人眼”，秧苗绿意
盎然……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当
传统农业遇上先进科学技术，春耕生
产正从传统人工作业到机械大显身
手，从“凭经验”变为“看数据”……越
来越多新农人种地更加轻松自如，让
春耕生产一线涌动着“智慧种田”的蓬
勃活力。

“高标准农田建设好了，亩
产增收不成问题。”日前，醴陵市
枫林镇金桥社区种粮大户黄辉
新签订 400 亩土地流转合同，话
语中充满了自信。

农户“洗脚上岸”，种粮大户
在土地流转时倾向集中连片、基
础设施完备的区域，导致一批

“靠天吃饭”的“蓑衣田”“斗笠
丘”被遗忘，逐渐变成低产田。

为了“农田必须是良田”，高
标准农田建设刻不容缓。近年
来，株洲南五县市区分步推进，
对那些田间道路不通、沟渠不畅
的低产田，制定“手术时间表”，
做到“旱能浇、涝能排”，确保建
成一片、达标一片，产业兴旺一
片、致富一片。

醴陵市明月镇云岩社区党
委副书记杨皓介绍，今年 2 月完
成 1000亩高标准农田改造后，不

仅能让原本零碎土地重新得到
有效利用，玻璃椒亩产量还有望
从目前的 800斤增加到 1200斤。

数据显示，醴陵市去年建设
高标准农田7.17万亩，计划今年6
月前全部建成；去冬今春，攸县投
资一亿元，启动建设 6.16 万亩高
标准农田，涉及 35 个村（社区），
受益农户 11814户；渌口区今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2.25万亩，预
计投资3600万元，建设内容主要
为土地平整、土壤改良、修建灌溉
和排水设施等；茶陵和炎陵去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分别为 3.06
万亩、1.82万亩。

立于山丘，放眼四野，田成
方、土成型、渠成网。可以预见，
农田高标准，提高了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满足了全程机械化要
求，农业生产将从“天说了算”向

“地争口气”转变。

废物再利用 生态又增效

过去农业靠经验，未来农业看科
技。如今的农业生产，早已不是传统
的牛拉手扶、脸朝黄土背朝天，而是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交
叉融合并广泛应用的领域，农户能喝
咖啡种地、穿皮鞋育秧。近年来，株洲
南五县市区主动拥抱农业科技创新，
兴奋了农人，振兴了乡村，指引了方
向，虽与发达地区相比有差距，但潜
力无穷。

未来农业需要科技加持。“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
科技是关键。在山东寿光、黑龙江五
常等一些农业发达县，无人农机、机
器人、专业 App 等新成果运用走在前
列，成就了一方产业。我们要推广引
导、奖励扶持，以点带面，形成气候，
让更多先进技术和设备“走进”乡村，

让更多科技成果在这里转化与运用。
未来农业呼唤“新农人”。没有现

代化的农民，就没有现代化的农业。
要以提高农民素质、技能本领、转变
观念为目标，引导农户从“能用”到

“会用”迈进，培养出一批懂技术、有
文化、会经营的现代化农民。要以政
策 、环境等要素优化吸引一批有知
识、有想法、有抱负的年轻人回到乡
村，深耕“希望的田野”。

耕地有限，技术无限。南五县市
区是农业大县，其中不乏“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县”，要确保农业生产“质”
好“量”足，必须向科技要未来，广大
农民朋友要敢于“吃螃蟹”，挑起大
梁，发挥好主体作用。

用好科技这把利器，走现代化农
业之路，未来农业，未来可期。

向科技要未来

记者手记

工厂化育秧 苗壮效率高

“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收。”
3月 20日，醴陵市浦口镇三铺村

浦缘合作社育秧大棚，几名工人正
有条不紊地在机器上放置育秧盘，
并添加育秧基质土、种子。随着机器
的嗒嗒声，相继完成了装土、配水、
撒种等工序的育秧盘，从流水线上
生产出来，随后被运送到旁边的一
间恒温恒湿的密室，进行 48 小时的
避光催芽，再连盘带秧移出。

“室内温度保持 29.5℃，湿度保
持 30%，稻种在这种封闭不透光、控
温 控 湿 的 密 室 里 ，出 苗 快 速 且 整
齐。”该合作社技术员汤春中说，密
室育秧，就是把原来在田间或大棚
内完成的浸种、催芽、播种、出苗过
程，改用工厂化、自动化方式完成，
种子在育秧盘上的间隔更加均匀、
透气性更强，秧苗的存活率和出芽
率较传统人工播种更高。

育秧是水稻种植过程中最关键
的一环。株洲南五县市区积极推广
工厂化集约化育秧模式，提高秧苗

质量和水稻种植效率，让现代科技
助力早稻生产跑出“加速度”。

在渌口区朱亭现代农业产业园
内，一盘盘绿油油的秧苗整齐地铺
设在苗床上，棚内一派生机勃勃。这
里 有 2 个 玻 璃 温 室 大 棚 ，总 占 地
7200平方米，是渌口区最大的“工厂
化”育秧中心。其运动式循环育秧流
水生产线一次可批量育秧 25600盘，
可供应 800亩大田的用秧。

3 月份是早稻播种的时节，雨
水比较多，气温变化大，秧苗管理
不到位，容易造成烂种烂秧。“过
去人工育秧，把种子撒下去后，还
要防鼠害，防鸟类。若是遇到寒
流、下雨、冰雹等天气，容易发生
烂秧，着实令人烦心。”该产业园
负责人介绍，现在育秧工厂用的是
新设备，浸种催芽一体机操作简
单。秧盘做好后，送进可以控温、
控湿的暗发室里，效率是传统人工
育秧的几十倍，而且出苗又齐又
壮，有利于机械化插秧。

农机“撒欢跑”春耕“加速度”

近日，记者走进茶陵县严塘镇
上尧村，只见一大片油菜花竞相怒
放，在春风吹拂下轻轻摇曳，绚丽多
姿。

“轰轰轰”马达声打破了山峦间
的宁静。不远处，该县招伟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招伟驾驶“铁
牛”在田间作业，所经之处，留下阵
阵泥土的芳香。“有了机械化设备，10
亩地 1个小时就可以耕好，效率高多
了。”他说，田埂加固，也能机械搞
定。

该县严塘海林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铆足了干劲，今年又流转了 600
亩农田种植水稻。“春耕用的农机具
已经准备到位，通过全程机械化作
业和精细化科学管理，有信心让今
年粮食增产增效。”该合作社副理事
长谭熠琪表示。

今年以来，已有超过 500台（套）
农机具驰骋在茶陵的田间地头，肥
沃松软的广袤土地已被唤醒。

以往，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种
粮主体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力不从
心，“明天谁来种地”一度引发讨论。

随着各式各样的新型农机开进田
间，牛耕田、人工挖已成为历史，这
一问题迎刃而解。

节气不等人，春日胜黄金。在醴
陵市王仙镇申熙村，伟翔农机合作
社汤志驾驶“铁牛”开垦一片新流转
的农田，“铁牛”所到之处，层层“泥
浪”翻滚。“几分钟就耕完一亩地，极
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和劳力投入，大
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该合作社负责
人表示，今年还新购置了插秧机、植
保无人机等高性能机具，让土地效
益最大化。该市已投入春耕生产农
机具达 8400多台（套）。同时，组建了
10多支农机技术服务队，深入乡村、
田间和农户家中，帮助农民调试、检
修和保养农业机械 4000多台（套）。

机械化作业不仅让春耕播种跑
出了“加速度”，也让农民实现了“种
田一身轻”。今年来，渌口、攸县、炎
陵等地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通过加大奖补力度，推广新型
先进农机具。春耕时节，各类农机在
田间大显身手，促进粮食生产高质
量发展。

大数据赋能 动动“指尖”忙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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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口木易农业
采用水肥一体化系
统灌溉黄瓜苗。

邹怡敏 摄

马 江 镇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示
范园，工作人员
查看数据。

唐芝琳 供图

渌口龙门镇农机
插秧现场。肖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