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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建三江七星农场数字
农业平台上，记者能清楚直观
看到智能传感器采集的信息和
在地块上进行的各种农业生产
活动的分析展示，环境因素、土
壤肥力、作物生长监测、产量评
估，每一个阶段的作物长势数
据图，都可以拿来更科学地指
导生产及田间管理。从农业大
数据平台搭建，到无人化农场
建设及田间智能管理；从育秧
硬盘智能化生产，到智能化叠
盘暗室出苗，一场聚焦新模式、
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智慧农业建
设浪潮正席卷着整个三江大
地。

目前，农垦建三江分公司
已经实现水田种植智能化浸种
催芽、智能化育秧硬盘生产、智
能化叠盘暗室出苗、秧田智能
化温湿控制、秧田无人植保、无
人搅浆整地、无人驾驶插秧、辅
助直行插秧、智能化叶龄诊断、
智能化控制灌溉、本田无人植
保、无人驾驶割晒、无人驾驶直
收、无人机车翻地、无人机车筑
埂；旱田已实现播种、植保、中
耕、收获（协同接粮）、翻地、秸
秆打捆无人化作业。

建三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张
宝林介绍，建三江今年粮食总
产量 128亿斤，比上年增加 6亿
斤。作为国家现代化大农业示
范区，近年来在发展智慧农业
上先行先试，大力推进农业生
产耕种管收全程信息化、自动
化、数字化、智能化，科技贡献
率达 76%，科技成果转换率 90%
以上，有力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方向。2021年建三江分公司关
于智慧农业还有很多“大目
标”，争取农机新技术、新机具
推广工作在智能化、信息化领
域进一步提高。将建设打造红
卫农场“水田智慧农业先行示
范区”、胜利农场“旱田智慧农
业先行示范区”，同时，继续加
大七星、勤得利、创业、二道河 4
个“无人化农场”的建设完善，
推动现代农业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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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加海 宋庆国 本报记者 刘畅

叠盘暗室育秧、给叶子做“人脸识别”、推进“无人化农场”……近两年，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建三江分公司大力推进智慧农业
建设，让农业生产全程向信息化、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从传统农业到智慧农业，建三江正在经历一个蜕变成蝶的历史跨越。”建三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宝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从前水稻出苗需要 7
到 9天，用叠盘暗室技术，48
小时就能完成！”建三江七星
农场第一管理区种植户刘永
兵对这项新技术感受颇深。
以往出苗温度湿度难调节、
出苗不齐、秧苗品质差的情
况时有发生，叠盘暗室把水
稻秧关进湿热的“小黑屋”，
恒温32℃恒湿60%的环境给
种子创造了最佳生长空间，
原来需要七八天完成的育苗
时段缩短到 48 小时。刘永
兵家的稻田使用叠盘暗室设
备后，成苗率提高 5%左右，
每亩可节约种子0.5公斤。

叠盘暗室出苗设备，还
能结合流水线播种设备一起
作业，装土、播种、浇水、覆
土、出盘、叠盘一条龙机械化
完成。建三江分公司农业发
展部副部长秦泗军告诉记
者，单套播种流水线，每小时
可播种 800 盘，每天可完成
10000盘暗室育秧。叠盘暗
室育苗技术为抢农时、抢积
温、早育秧、育壮秧提供了基
础，亩增产 20 公斤左右，增
产比 3.3%，亩增收 52 元左
右。

建三江分公司农业发展
部部长李国俊介绍，今年建
三江推广示范水稻叠盘暗室
育秧技术共购置叠盘暗室出
苗设备 123 套，育苗 253 万
盘，示范面积 4.1万亩，育秧
水平和工厂化生产能力提
升，预计明年将推广 28 万
亩，为水稻丰收奠定了基础。

“ 水稻长的怎样了？什么
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防病、什么
时候除草？这些我只要在家掏
出手机看看就知道了。”建三江
分公司二道河农场农户刘林奕
点开一款名为叶龄智能诊断
APP给记者展示着，通过这个
软件，可以查看叶龄生长情况，
根据叶龄再决定采取的田间管
理措施。“以前进行田间管理，
完全靠主观判断和经验，现在
用大数据分析，更精准，更有
效。”

二道河农场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暴勇解释说，叶龄智能诊
断有点像给水稻叶做“人脸识
别”，通过在田间设置采集设备
高清摄像头获取叶子图像信
息，结合田间环境信息，经过后
台云服务系统的高效智能诊
断，根据叶子的长势，对种植户
的栽培技术和植保技术做出指
导。二道河农场今年开展叶龄
智能诊断服务技术与病害智能
预报服务技术推广项目。

二道河农场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徐祥龙说，通过手
机 APP 把指导信息直接推送
到农户或农场管理人员的手机
里，解决为农户服务“最后一公
里”问题，有力提高了田间管理
水平。

除了叶龄诊断，建三江分
公司今年在智能变量施肥方面
也有很大进展。从 2009 年到
2020 年二道河农场已经连续
12年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建立
了全生育期的水稻施肥配方
图，通过点击农场地块位置，就
可以查询施肥建议卡，种植户
能了解到，水施肥总量、亩施肥
量、全程的施肥时期等。今年
二道河农场还探索了变量侧深
施肥，在插秧机前轮安装了一
个传感器，在插秧的同时，土壤
中的氮磷钾含量会自动测出
来，多了就会自动减少施肥，少
了就多施肥，一亩地节省 10多
元，还减少水稻倒伏。

胜利农场种植户王涛的地
块在智慧农业先行示范区内，
他说，在田间管理期，实现了无
人拖拉机中耕和自走式喷药机
变量喷洒农药、叶面肥及化控
药剂等，改装后的农机实现地
头无人转弯、喷杆自动升降和
伸缩、喷洒等，减少了驾驶员因
疲劳出现漏喷及机械耕深不一
致的情况，节约了人工成本。

七星农场种植户闫大明
今年种了 250 多亩水稻，往
年春耕最忙的时候，他都要
雇人来帮忙，今年因为疫情
雇工难。为了不耽误春耕生
产，他买了一台可以实现自
动驾驶的高速插秧机，不仅
节约了一名劳动力，还大大
提高了作业效率。为了破解

“谁来种粮，怎么种粮，如何
种好粮”的难题，建三江近两
年一直探索“无人化农场”项
目建设。

今年，建三江共建设七
星、二道河、创业、红卫农场
4 个水田无人化农场示范
点，在胜利、勤得利农场建设
2 个旱田无人化农场示范
点。其中，应用 41台水田无
人驾驶拖拉机完成搅浆作业
1.03万亩；875台无人驾驶及
直行辅助驾驶插秧机完成插
秧作业 26.4万亩；无人收获
水稻、大豆、玉米共1.5万亩；
168台旱田拖拉机配备导航
系统完成整地、播种合计
110 万亩，达到种、管、收全
程无人化作业。中国工程院
院士、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
教授说，建三江实施的无人
化农场试验示范项目，是目
前国内外针对主粮作物规模
最大、参加试验示范的农机
设备最多、作业环节项目最
全、无人化技术最先进、农机
田间作业无人化程度最高的
一个无人化农场项目，为中
国农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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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韩宝华 本报记者 吴树江

“嘎嘎嘎……”在兴凯湖农场养鸭大户华
凌云的养鸭基地，万余只鸭子互相追逐，振翅
高歌。华凌云说，养殖基地设在兴凯湖小湖
边，鸭子主要在生态优良的小湖芦苇荡和广
阔的水域中放养，鸭子可以潜水到1米—2米
深的水域下去觅食，因食源好，鸭蛋的质量优
良，腌出来的咸鸭蛋蛋黄油多，而且吃起来格
外香，深受消费者好评。

近年来，兴凯湖农场持续加大对本地特
色农副产品产业创新创效扶持力度，因地制
宜，发展“鸭稻共生”“生态鸭蛋”等的生态循

环特色产业。同时，通过“农场引导 能人带
动”等方式，充分激发当地民营经济体和个体
经营者的创新潜能和创造活力，加快培育绿
色食品品牌，不断延伸特色产品产业链，铺就
了一条植根于民的强场富民之路。

“我今年新养殖的鸭子现在已经开始下
头蛋了，估计到下个月底能达到每天产蛋
10000枚左右，届时加工车间就可以开始正
式批量生产，实现生态养殖、蛋品加工、品牌
销售产业链不断延伸。”华凌云在自己新建的
养鸭大棚内高兴地告诉笔者，为推动环保养
殖、实现废料循环利用，鸭粪还可以用来肥
田、肥鱼，既生态环保又增加了经济效益。

据了解，华凌云 2012年开始养殖鸭子，
今年在兴凯湖农场的大力支持下，他又先后
投入资金300万元，新建生态养鸭大棚、自动
化加工生产线等项目，集生态养殖、产品加工
和品牌销售为一体，计划咸鸭蛋年产量达到
300余万枚左右。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为出售咸鸭蛋
拓宽了销售渠道，现在线上线下不间断交易，
小小的兴凯湖咸鸭蛋不但让华凌云尝到了致
富甜头，而且产业也越做越大。华凌云表示，
今后希望把他的经验分享给更多想要从事养
殖产业的人，带领更多的人共同致富，一起为
农场发展越来越好贡献力量。

兴凯湖生态鸭蛋致富增收

本报讯（许寅 朱磊 记者李涛）“我们 5家以团
购方式购买了19栋育秧大棚的塑料布，每栋比单独
购买便宜了80多元，仅大棚塑料布一项就能让我们
几家节省 1500多元的生产成本”。近日，牡丹江分
公司种植户杨力对农资团购这种方式赞不绝口。

据了解，为确保能购买到质优价廉的农业生产
资料 ，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牡丹江分公司各
农场有限公司的种植户一改过去一家一户、单门独
户去购买的方式，变成由三五户以上集中起来团购，
与经销商直接交易，减少了中间环节，增加了与经销
商谈判的筹码，享受低于市场零售价的优惠。在购
买过程中，种植户与供应商签订购销合同 ，使证据
会更加充分，如果发现买回来的农资有质量问题，在
维权时更容易掌握话语权，更能够依法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避免了单人独户与农资供应商发生纠纷
后成为弱势群体，造成吃“哑巴亏”的现象，还可以免
费享受到经销商提供免费的“套餐”式农业技术指导
服务，为种植户降低成本支出和农业增产提供有力
保障。

牡丹江分公司

农户团购 降本增效

本报讯（徐宏宇 刘欣 记者李涛）截至 12月中
旬，北大荒米业友谊制米厂和宝盟制米厂已完成13
万吨的水稻订单合同收购，这是北大荒友谊分公司
按照北大荒集团要求，严格按照计划粮食统营与粮
食统营计划积极履行订单销售一部分。

据介绍，今年友谊分公司转经营方式，制定了
《友谊原粮收购流程图》，详细地对粮食收购流程做
出分解，并与已经签订订单的收购企业进行充分对
接，对 60多名从业人员进行粮食统营培训，成立了

“友谊谊盛祥商贸有限公司”并开始运营，与黑龙江
农垦正昌米业有限公司研讨了订单收购方式，以每
吨 1元共5000吨的信息服务费，提供玉米收购信息
并签订玉米收购服务合同。主动对接九三集团洽谈
大豆订单问题，研讨了订单收购方式。以“地头粮”
采购形式，商贸公司提供大豆收获每吨10元的信息
服务费，九三集团直接与种植户收购大豆，并签订大
豆购销补充协议。

截至目前，水稻销售13.6万吨，玉米销售31.4万
吨，大豆销售3.5万吨，粮食销售过半。

为使粮食尽快变现，回笼资金，北大荒农业股份
友谊分公司第三管理区种植户积极与本地粮食加工
企业沟通协调卖粮。

友谊分公司

粮食统营 订单促销

本报讯（刘思琪 苏鑫 记者李涛）北大荒集团八
五六分公司多举措提高现代农机装备水平，截至目
前，八五六分公司机械总动力达到32.5万千瓦，水田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作业水平达到99.6%。

随着农业生产结构的不断调整，种植户对农业
新技术装备的需求不断扩大，大马力机车成为种植
户们争相购买的首选品。八五六分公司积极落实农
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规范采购程序，通过展示会、
作业观摩会、培训会等，为种植户们提供最直观的选
择依据。部分农机商家还利用冬季农闲期，举办各
类促销、展销活动，加大优惠力度，缓解资金压力，并
为种植户开设操作技能培训班，帮助种植户安全、科
学使用机械，实现高效生产。

此外，八五六分公司还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重点突破、全面提高”的总体原则，推广具有智
能、数字、精准、高效、节能、环保特点的新型农机具，
仅5年时间，分公司累计更新各类机械5290台套。

八五六分公司

机械化作业超九成

北大荒集团八五六农场稻香湖冰场上，成群结
队的孩子在学习滑冰。

王鸿帆 汪敏 本报记者 吴树江摄

稻香湖冰场
孩子快乐滑冰

新闻集装箱集装箱

建三江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建三江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棚内育秧。

无人收获作业。

建 三 江 的建 三 江 的
绿色农田绿色农田。。

职工在捡鸭蛋。

本栏照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