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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是农田

春管的有利时节。近

日，在位于纸坊镇的

市喜耕田农机专业合

作社小麦田间，农技人

员手拿遥控器，轻松指

挥无人机对麦田进行喷

洒。

“当前正在喷洒的是防

虫和防病叶面肥。今年 1 月份

我们又购置了一台大江 T70 农

业无人机，载水量超过 50 公斤，10

分钟就可以喷洒 30 亩地。”市喜耕田

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涛峰介绍说。

过去需要数十人管理的农田，如今仅靠几人

即可完成。“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科技。”孙涛峰

感慨道，现在的农业生产正在逐步向科技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不仅节省了成本、减少了劳动力，还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增加了

产值。

这一幕正是我市农业向科技化、智能化转型的缩影。随着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

作模式正被颠覆，科技赋能正在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能。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

在庙下镇小寨村的市甘薯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内，一座座甘薯

育苗大棚排列有序。走进大棚内，一株株薯苗绿意葱茏、长势喜人，

正待移栽。

“我们的育种大棚实现了全自动化，通过设备一键就可调节控

光、通风、调温等功能。”园区管理员程占举介绍说。

据了解，庙下镇盛产红薯粉条，所以原材料甘薯种植也是该区

域的传统农作物。“以前甘薯的种植方法简单、粗放，没有科技支

撑，会出现很多病虫害，出土的甘薯产量低、品质也不够好。”小寨

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国介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小寨村在市委、市

政府和庙下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河南科技大学合作，建设了我

市甘薯现代化农业产业园，主要培育甘薯种苗，从而提高甘薯种植

户的产量和品质。

科技赋能让农业生产告别“粗放式管理”。为实现农田精细化

管理，市喜耕田农机专业合作社还配备有多光谱航测无人机。

“这种航测无人机不光能全面监测大田农作物的长势，还能根

据每个地块

的不同情况

生成‘处方

图’，就像医生

根据不同的病

情开药方一样。

它会根据不同地

块的农作物长势

把‘处方图’传至喷

洒无人机，从而实现精

准化喷药和合理化施

肥。”孙涛峰介绍说。

科技力量，守护沃土良田

面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趋势，科技正在

重塑农业产业全链条。

在庙下镇的市农力源农机专业合作社麦田里，负责人胡继

农正在使用卷盘式喷灌机灌溉麦田。

“传统漫灌费水、费力、灌溉时间长，使用这种喷灌机灌溉，

更机动灵活、效率也高，还节省人工，而且节约用水，一个喷灌

设备可以完成 150亩地的灌溉任务。”胡继农说道。

“这种新型设备购买时看着价格高，但是它的收益也高，按长

远考虑来说，还是很划算的。”胡继农认为，做农业也要会算经济

账，新型农机设备提高了利用率，不光能弥补购买时的差价还能带

来更大的收益。

“要相信科技的力量，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为更好地提

升农田利用率和种植精细化管理，胡继农在农机设备上安装了

北斗导航系统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现了农业机械无人驾驶

和精细化耕作。

“人工不可能非常精准，但是电子科技就可以达到分毫。”胡继

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套北斗导航系统安装到播种机上后，播种

出来农田行道横平竖直而且颗粒均匀。100亩农田能节约出 1亩

地的土地使用率，他的 2300亩农田就可以节约出 23亩土地。每亩

地一季的收入按 1500元计算，23亩地就能多收入 3.45万元，一年

可以增收将近 7万元。

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汗滴禾下土”到“云端种地”，

科技革命与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正在绘就“藏粮于技”的时代

新篇。在汝州的广袤农田间，当千年农耕文明邂逅科技时代，这片

希望的田野必将生长出更丰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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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科技赋能，为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力

胡继农驾驶新型农业机械

喜耕田农机合作社的各种农业机械

孙涛峰操作无人机正在飞喷作业

示范田里安装的平移式喷灌机

新型农业无人机载水量可达 公斤以上

农田灌溉使用的卷盘式喷灌机

农技人员正在做无人机飞喷前的准备工作

小寨村甘薯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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