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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毅

人勤春来早，农忙正当时。
集中育秧、旋耕翻地、储备农资……行走

在株洲南五县，随处可见抢抓农时的忙碌景
象。如今，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越来

越多应用在农业领域，科技正助力各地农业

生产解锁“新密码”。

春来农事忙
来到醴陵市东富镇东富村，偌大的育秧大棚

映入眼帘。一排排育苗盘摆放整齐，投稻种、覆土、
喷淋……稻农们娴熟地操作机器开展播种。

“工厂化育秧不仅速度快、秧苗成活率也
高。相较于传统育秧，能节省一半以上人力。”
该村种粮大户周忠蒲说。

醴陵推广标准化集中育秧，鼓励和引导
育秧主体建设连栋钢架育秧大棚，为水稻高
产稳产打下基础。今年，该市新建成连栋钢架
育秧大棚 85个，建成育秧流水线 100多条，育
秧能力达到单季 8万亩以上。

由北向南，一幅“人勤春早忙耕种”的春
耕备耕图正徐徐展开。

在渌口区龙船镇河包村株洲王十万黄辣
椒产业基地，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将一株株
嫩绿的辣椒幼苗从育秧棚移栽至田间。破膜
挖穴、植入秧苗、培土固根、精准浇水，整套工
序配合默契，约半小时就完成了百米田垄的
秧苗定植。

在茶陵县马江镇塘富村的烟田里，烟农
们仔细地将烟苗放入挖好的土坑，扶正再轻
轻压实，一根根烟苗稳稳地立在土地里。“烟

叶价格稳定，种植的热情很高。”村里的种烟
大户陈中华说。

今年，茶陵县计划种植烟叶 2.2 万亩，当
地烟草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为烟农提供全程技术服务。

在炎陵新三湘供销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仓库，工作人员对照订单，将化肥等农资打
包装车，发往各乡镇的基层供销站点。“农资
储备量充足，用肥高峰期，日配送到村级网点

30多吨。”该公司负责人陈皆文说。

机械化赋能农业生产
3月 24日，春光明媚，茶陵县虎踞镇黄石

村，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4 台犁田机正在连
片的水田中“撒欢跑”，所到之处，先前杂乱硬
实的田土立马变得整齐、松软了。

“‘铁牛’代替耕牛，农机代替锄头，传统
的农业生产模式在不断改变。”当地种粮大户
谭晚文说，他种植了 1600 多亩农田，有了农
机助力，效率和产值都提高了。

今年茶陵县粮食种植总面积为 56.75 万
亩，其中早稻种植面积约 17.5万亩。该县积极
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引
进先进农机设备，确保不误农时。

得益于农业机械设备的广泛推广，农业
机械化正释放更多生产力。

近年来，醴陵市伟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斥资数百万元，先后购入旋耕机、插秧机、
植保无人机等设备，实现了从播种到收割全
程机械化。“种了 2800 多亩农田，长期工仅 8
人，农忙时请 20 名零工，种地变成了一件容
易事。”其理事长易新伟说。

位于渌口区的湖南龙之门实业有限公司
拥有 17 台现代农业机械，采用“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进行市场化经营，提
供机耕、机收、烘干等服务，既减轻农户投资
成本，又提高生产效率。

确保农机在春耕生产中发挥最大效能，
各地组建多支技术服务小分队，常态化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其中，醴陵市农机事
务管理中心组织 50多名技术人员，深入辖区
各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检修超千台农机设
备；渌口区成立春耕生产农机检修服务队、农
机安全生产专班；炎陵、茶陵和攸县的农机技
术人员走村入户，为各类农机具进行全面“体

检”，打好春耕“主动仗”。

“智慧农业”改变农业生产方式
行走在各地，记者看到农业生产正由“汗

水农业”向“智慧农业”加速迈进，5G、人工智
能等技术在农业领域推广运用，正深刻改变
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

在茶陵县明丰农机专业合作社，育秧盘
从发盘、装土、播种到覆土一气呵成，再被转
运至智能温室进行催芽。“室温恒定在 30 摄
氏度，湿度保持在 95%，为水稻种子的萌发提
供最适宜的环境。”其董事长黄由明介绍，仅
两三天，育秧盘内便会长出约 2 厘米长的白
色芽苗，出芽率高达 93%。

此外，该合作社还引入了云育秧技术。
“不论是育苗大棚还是催芽温室，都可手机远
程监测和控制。”黄由明一边介绍，一边打开
微信小程序，轻轻一点，不到 5 秒钟，大棚上
方的水肥一体化自动喷淋系统挥洒出细密的
水珠，对温室大棚内的作物随时随地进行线
上灌溉、施肥等一系列操作，真正做到了“人
在家中坐，田在云端管”。

去年 3 月，攸县森琳农业机械专业合作
社花重金新建了育秧工厂，除了有自动化流
水线制作秧盘和密闭智能暗室 48小时催芽，
还有水肥一体化温控大棚滋养秧苗，育秧从
田间走进车间，有效避免“倒春寒”烂种、过量
施肥“烧苗”等情况，让早稻生产周期可提前
近半个月。

当下，“人工智能+农业”应用场景不断
涌现，各地正主动拥抱新技术，深入实施智慧
农业行动计划，实现农业生产从“体力”到“智
力”、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历史性转变，
不断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渌口：

向阳社区获评
“省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
员/张仪 言博成） 近日，省委社会工作部对
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社区治理创新及民生
服务保障等方面表现卓越的基层社区进行表
彰，渌口区渌口镇向阳社区榜上有名，获评

“2024年度湖南省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
3月 24日，在向阳社区邮政宿舍小区，志

愿者正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高龄补贴
认证。过程中，志愿者认真核对老人的身份信
息，耐心帮助老人拍照，年审过程很快完成。

向阳社区辖区常住人口逾 3.5万人，老旧
小区多，基层治理压力不小。社区以党建为引
领，吸纳、发动热心居民组建卫生清洁、理论
宣讲、治安巡逻等 5 支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
开展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扶贫帮困等志愿服
务活动，上门为辖区群众解决民生问题，去年
全年共上门 146户，解决民生实事 183件。

为提高志愿者参与积极性，该社区打造
了“积分超市”，志愿者通过提供志愿服务获
得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抽纸、洗衣液、保温杯、
牙膏等日常生活用品。“帮助别人的同时，自
己也得到激励，时间久了，团结邻里、热心公
益的良好风尚也逐渐形成了。”志愿者金晶
说。

目前，向阳社区注册志愿者达 8430 人，
形成了“人人可参与、事事有响应”的志愿服
务生态。“未来，社区将重点关注‘老、小、弱’
等群体，谋划更多志愿服务活动，激励更多居
民穿上红马甲，加入志愿服务大家庭。”向阳
社区党委书记、主任何春华表示。

茶陵：

木耳种植带动农户增收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陈

思敏 黄云）近日，茶陵县思聪街道左垅村的 30余
亩木耳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村民们抢抓时机进行
采收，田间地头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

3月 25日，记者走进左垅村湖南左联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食用菌种植基地木耳种植田，只见一排排
整齐排列的菌棒上，密密麻麻的木耳如黑色的花朵
般绽放，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在菌棒之间，双手不
停忙碌，将成熟的木耳轻轻摘下，放入篓中。

“今年天气好、雨量适中，收成要比去年好很
多，预计基地木耳总产量可达 3 万公斤，产值将突
破 150 万元。”湖南左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长周
观保介绍，该基地在培育的过程中，从原材料木头
的挑选，到培养环境的温湿度都精准控制，严格把
关，以确保木耳的品质。

2017 年，左垅村通过市场调研，选择了食用菌
种植作为本村发展的支柱产业，并引进湖南左联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打造食用菌种植基地，采用“公
司+村集体+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参与
到木耳等食用菌生产中来，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和
技术支持，有效促进群众增收。

攸县：

早稻育秧赶“春光”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建飞）

眼下正是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攸县各地
抢抓农时，积极开展机械化集中育秧工作，提速春
耕生产。

在江桥街道泥脚巷村惠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集中育秧基地里，一条智能化育秧机流水线正在不
停地运转，摆盘、装土、撒种、覆土到育秧盘“成品”，
一气呵成，整个流程不到一分钟，尽显“科技范”。

“一个小时可以播种 500 到 600 盘秧苗，只需要 3到
4 个人工进行操作。”江桥街道泥脚巷村党组织书
记吴建湘说。

工人们将制作完毕的育秧盘置入智能催芽室，
经 24 小时标准化催芽处理后，转移至配备智能环
控系统的育苗大棚，该系统可精准调控温湿度及光
照强度等生长参数。工厂化育秧培育的秧苗，不仅
减少了恶劣天气对秧苗的损伤，培育的秧苗出苗率
高，且出苗齐、壮。

据了解，自今年春耕生产启动以来，攸县积极
引导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开展集中育秧，
选择适宜的优质高产品种，加快育秧新技术推广，加
强技术培训，不断提升水稻育秧机械化、规范化、标
准化生产水平，全力保障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追着春光赶农时
——株洲南五县（市、区）春耕备耕一线见闻

志愿者上门为老人办理高龄补贴认证。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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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4 年可以节省水费 800 多万元，这个高校
有个节水神器。”近日，湖南工业大学的一则关
于水费账单短视频，引发众多网友刷屏关注。

3 月 22 日至 28 日是第三十八届“中国水

周”，节水、护水、爱水是永恒的主题，记者走进
湖南工业大学，探访这张节水账单背后的“秘

密”。

节水之困：看不见的“水老虎”
高校作为人口密集、设施多元的“微型城

市”，是用水大户。
有研究显示，高校人均日用水量超城市居民

30%。“其中，老旧管网暗漏、卫生间长流水、绿化
灌溉过度，这些都是难以察觉的‘隐形漏洞’。”学
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老旧的，除了管网，还有传统的监测方式
——就算每天都进行人工查抄，将总水表与楼
栋水表进行水量分析与对比，判断是否存在漏
水情况，但也不算个好方法，因为从发现漏水情
况到精准找到漏水点，往往需要好几天甚至更
久。

由于缺乏专业技术设备与技术手段，以前
学校只能进行人工监测。就是半夜趁着教学楼
及宿舍楼无人用水时，观察楼栋水表是否转动。
如果转动，特别是转动速度较快的那种，基本就
可以确定这栋楼存在漏水了。“不仅费时费力，
精准度还是不够，给后续维修工作带来不少麻
烦。”学校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痛点让高校陷入“高投入、低成效”的
节水困局，2021年之前，湖南工业大学一年的水
费不低于 690万元。

智能节水：让每一滴水“开口说话”
而智能化正成为破局的关键钥匙。

2021 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南
方阀门下属子公司株洲珠华水工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珠华水工业公司）与湖南工业大学
签订合同节水管理服务协议，采用效益分享型
合同节水模式。

所谓合同节水管理，指节水服务企业与用
水户按照合同约定的节水目标和分成比例收回
投资成本、分享节水效益的模式，是一种新型的
市场化、商业化节水模式，通过调动社会资本、
专业技术力量参与节水。

珠华水工业公司在全校范围内部署了“智
慧节水管理控制系统”，在教学楼、宿舍、食堂等
关键节点部署物联网智能水表，实时监测流量、
压力数据。“通过用水监管平台以及配套 3 级计
量系统，可以准确掌握学校水用了多少、漏了多
少、漏在哪儿；以管网动态数据准确识别管网漏
失的‘面—线—点’的三级定位，精准定位渗漏
点，再根据反馈的信息实现管网维护在线管
理。”珠华水工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系统能对用水实况进行在线监测，当监测
到比常规用量高出 10%时会自动发出警报，公司
驻学校的检修人员会在 15分钟内赶到故障处。”
该负责人表示。

同时，水龙头、节水阀等生活用水器具，也
统一改造为节水产品。

记者在湖南工业大学校园洗手间随处可见
更换后的节水器具。“节水水龙头出来的水压和
水流依旧有力，不会影响用水体验，但实际上可
节水 50%以上。”该负责人现场演示了原理。

原来，节水水龙头内设节流自适应限流器，

当进水压力大时，出水孔小，当进水压力小时，
出水孔大。出水孔自动适应进水压力，不管进水
压力怎么变化，保证出水压力恒定。同时依据伯
努利原理，通过节流设计，流体速度加快，压力
降低，吸入空气，增大出水面积，实现节水而又
不失用水体验效果。

厕所冲洗阀也是重点改造对象。“以前使用
的都是延时阀小便器，冲厕用水量大，遇上按钮
故障等问题还会出现长流水的情况，用上有我
们公司专利的冲洗阀，可减少按钮故障。”该负
责人表示。目前，全校共更换盥洗节水阀约 8000
个，冲厕节水阀 1000个，小便节水阀 150个。

校园雨水收集也有“智慧”。在学校的东南
部进行了局部雨水回收与利用改造，对雨水进
行“吸入吐纳”，通过该系统把收集的雨水作为
绿化用水及校园水景观用水。

效益账单：人均用水量从每年
84.16吨下降为44.32吨

2024 年，湖南工业大学河西校区实际用水
量 1987324 吨，较 2023 年用水量 2995801.44 吨，
节水率高达 33.6%，一年水费可节省 200余万元。

据粗略统计，自 2021年实施合同节水至今，
湖南工业大学河西校区人均用水量从 84.16 吨/
年下降为 44.32 吨/年，管网漏损率小于 7.8%，共
节省水费超 800万元。

如今行走在湖南工业大学校园，上完厕所
后冲水自闭阀使用 3秒内自动回弹关闭；师生用
水实况直通终端；故障抢修式被动维修被保养
预防式运维管理替代。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威 通
讯员/胡贝贝）“为什么河里的水不能
直接喝？”“哇，原来我们的湘江水是这
样变为自来水的！”近日，在株洲市二水
厂内，不时有前来参观的小朋友们发出
阵阵惊呼。

近期，第 33届“世界水日”、第 38届
“中国水周”相继到来，株洲市水务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举行“水润万家红 点滴
见初心——走进水务集团”系列活动。
活动现场，小朋友们化身成一颗颗小水
滴，跟随着讲解员的步伐，见证湘江水
到自来水的奇妙之旅。

孩子们先后参观原水格栅井到反
应池、平流沉淀池、生物活性炭滤池、中

控室等流程，专业技术人员耐心解答着
孩子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湘江原水经
过预处理、混合、絮凝、沉淀、砂滤、消毒
等工序，当监测结果为优于国家生活饮
用水标准的自来水时，才会通过送水泵
站加压输送至千家万户。”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底我市新建的水质监测中心也
将投用，这是全省第二个国家级城市供
水水质监测站，项目投用后又将进一步
提升我市水质监测保障能力。

目前，株洲市水务集团下辖 5 座水
厂、6 座污水处理厂，日供水能力 77 万
吨，日污水处理能力 57.5 万吨，是全国
首家获得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
标一体认证的水务企业。

首季开门红

湖南安装
国内外市场各中一标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易蓉） 奋战
一季度开门红再传捷报。近日，记者从湖南
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安
装）获悉，该公司建筑分公司在国内老客户
市场和海外市场各中一标，合计中标金额近
1.5 亿元。

国内中标项目为湖北省亿纬动力零区研
究院工厂项目（一期）总承包工程，该项目位
于湖北省荆门市，建筑面积约 5.1 万平方米，
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一般安装工程、钢构
加工及安装工程、防火涂料工程等，工期 333
天。该项目是湖南安装在老客户亿纬锂能公
司实现滚动经营的又一成果。截至目前，公司
在亿纬锂能市场累计承接业务已超 8.6亿元。

国外中标项目为恒润化学磷系列与硫
酸配套项目工程，该项目位于老挝甘蒙省他
曲县，建筑面积约 3.18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
包括土建工程、一般安装工程、厂区道路等，
工期 90 天。

我市物流业
迎来发展新机遇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威） 3 月 25
日，湖南省商务厅与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在
长沙签署“拓通道 强平台”战略合作协议，聚
焦构建“湘粤丝路快线新通道”，地处湖南交
通枢纽的株洲，将在湘粤国际物流通道体系
建设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根据协议，双方将以“构建湘粤丝路快线
新通道”为核心目标，以湖南五大国际贸易通
道为合作架构与依托，将株洲作为铁路枢纽
的核心，联动衡阳、郴州，链接长沙、岳阳，构
建覆盖湖南全域、辐射中西部地区的高效铁
海联运网络，推动湖南从“单向出海”通道提
升为“网络化、双向化、智能化”的国际物流通
道体系，成为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核心引
擎。

自 2021 年湘粤非铁海联运通道首发以
来，株洲枢纽的持续扩容增效，已累计发运班
列突破 1200 列，服务半径不断延伸至长江经
济带的内陆港。在此期间，株洲外贸新动能
也多点发力，轨道交通、陶瓷等“株字号”产品
扬帆出海势头强劲。

广州港作为华南最大的综合性主枢纽
港，其强大的海铁联运能力将为株洲的国际
物流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广州港集团运
营的中欧（亚）、省际、城际海铁联运班列 39
条，外贸航线总数超过 170 条，株洲的货物
可以通过南沙港与全球主要港口实现直联
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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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节省水费800多万元

一张节水账单的背后

雨水收集循环利用点。照片由记者提供

“小水滴”的奇妙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