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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数字下田下田 农事农事上云上云
高质量发展科技农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农业

海伦市是全省首批数字农业试点县。
海伦市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传统农业，创建了全国唯一县级数字农业指挥中心。
2023年，海伦市打造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0个，创建省级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基地8个。
……
近年来，海伦市按照省委“四个农业”建设要求，把科技农业作为第一驱动力，不断加大工

作力度，创新发展方式，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登上新台阶。
海伦市委书记侯绍波说，海伦市大力发展运用智能设备，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抓住现代

农业的发展契机，让海伦农业逐步迈上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文/摄 文晓光 万希龙 马明舒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数字“下田”、农事“上云”。海伦市运
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传统农业，创建
县级数字农业指挥中心，将农业生产与数
字化、信息化技术相结合，打造了“三大体
系”，构建了“两平台一中心”，即：农业大数
据综合平台、数字农业监管平台和数字农
业指挥中心。开展了十大服务，即：金融保
险、土地托管、农技推广、农机服务、农资监
管、农产品交易、经营管理、农业执法、农产
品安全和追溯体系服务。促进了农民增收
致富，提升了农业服务层级，让海伦农业更
为现代化、精准化、数字化和可视化。

“农业大数据+”
引领科技农业

农机+农艺
提升种植效能

玉米，每公顷增加保苗株数 2 万株左
右。

大豆，每公顷增加保苗株数 5 万株左
右。

在种植技术上，近年来，海伦市积极推
广大垄栽培技术，对玉米和大豆推行 110
厘米的大垄栽培，增加单位面积内保苗株
数，使植株群体结构分布更加合理，提供光
能利用率，增加产量；大垄栽培使用大型机
械进行深松整地起垄，使垄体土壤结构更
加疏松，供肥能力增强，更有利于作物根系
生长发育，增加产量；增强土壤抗旱、耐涝
性能，为作物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条
件，为高产奠定基础。大垄栽培技术的推
广面积正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

海伦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永久说，
海伦今年大豆种植面积达到 240 万亩，通
过推广优良的、高质的、抗倒伏的大豆品
种，实现了产量提升。

在耕作方式上，海伦市全面推行保护
性耕作方式，少耕免耕、秸秆还田、轮作技
术、种养循环。

2021年数据显示，海伦市秸秆还田面
积315万亩，深松整地面积94万亩，有机肥
还田面积41.5万亩，辐射东林、长发、永富、
东风、海南等16个乡镇。

近年来，海伦市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通过对项目区内黑土耕地进行田间
道路修建、排灌设施建设等工程措施，完善
农田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

海伦市高质量实施黑土地保护政策，
通过合理轮作、培育肥沃耕层构建等技术
保护措施，辐射带动海伦市全域黑土耕地
保护。黑土耕地保护效果明显：土壤有机
质含量由 2018 年的 48.4 克/公斤，提升到
2021年的 50.5 克/公斤，增长 4.3%；耕地质
量等级由 2018 年的 2.96 提升到 2021 年的
2.43，增长 17.2%；耕层厚度由 2018 年的
19.5厘米，提升到2021年的31.8厘米，增幅
63.1%；土壤理化性状、产地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作物产量提高10%～20%。

海伦市智能化农机装备水平逐步提
升。农机总动力 17 万千瓦，共有 200 马力
以上大型农机设备 2000 余台，全部纳入

“黑龙江农机管理调度指挥平台”，大部分
已安装了自动驾驶导航，全部安装了智能
监测系统，对农机作业质量及作业量进行
监测。目前机械化率已达到98.34%。

立足黑土地 科技农业添双翼

数字化赋能 探索技术创新
为了促进科技技术配套组装

落地，海伦市以优势特色农产品为
主线，通过提高标准、扩大规模、增
加点数、放大效应，建设省级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和高标准现代
农业科技园。

早在 2019年，海伦市政府与
黑龙江农时农业有限公司合作，
先后聘请北京中农融信、爱科农、
世纪国源等多家科技公司作为技

术支撑，建设了海伦市数字农业
指挥中心，初步形成了海伦数字
乡村建设的“113N”架构模式。
第一个“1”就是建设一个可视化
数据库；第二个“1”就是打造一
支在地化工作团队；“3”就是构
建数字化指挥调度、质量管控、
流通营销三个体系；“N”就是搭
建多环节、广领域的数字赋能应
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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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伦市，一站一所赋能科技农
业发展。海伦市为种业振兴和黑土地
保护提供最佳实践地。

海伦市位于松嫩平原腹地，是典
型黑土带核心区，幅员面积4667平方
公里，耕地面积504万亩。为了研究黑
土，中科院从1978年开始在海伦市安
营扎寨。中国科学院海伦农业生态实
验站现隶属于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以东北黑土地为研究对
象，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重点，是中科
院在东北黑土地上设置的一个从事农
田生态系统监测、研究、示范和服务于
农业、农村及农民的重要实验基地。

为了探索不同植被覆盖对黑土生
态系统的影响，在海伦市城郊的一片
试验田，有一块1664平方米的土地，从
1985年开始便“荒”着。这块“荒”着的
土地在专业领域叫“自然恢复草地”。
除这块草地外，试验站还设计了 9000
平方米的农田和480平方米的裸地，进
行长期定位试验，来监测土壤有机质、
土壤微生物等数据的变化，为黑土地
保护提供数字依据。

在海伦市，这个实验站现有试验
田 21 公顷，其中后备试验用地 10 公
顷，它还拥有2个万亩示范区。该站以
黑土农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建立
了11个长期监测综合观测场和辅助观
测场及19个采样地，对水分、土壤、气
象和生物等生态环境要素开展长期监
测。在实验站共有4个土壤样品室，所
有样品都采集自站内试验田，这里有
近6000份黑土土壤样本。

海伦水保站站长张兴义和团队开
展了技术研发和科技示范推广工作，
目前，以该监测站为主体的基地已成
为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监测研究站、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东北黑土
区和黑龙江省水土保持重点监测站，
每年向水利部提交监测结果，成为全
国、东北黑土区和黑龙江省水土流失
动态监测与公告重要数据源之一。

张兴义团队在海伦市从事黑土退
化研究和水土保持研究，为黑龙江省市
县乃至国家黑土地保护提供了数据支

撑。依托海伦市研发了有机肥规模化
快速堆沤技术、秸秆全覆盖条带保护性
耕作技术、秸秆填埋侵蚀沟复垦技术
等，为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提供了有力
支持。利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
中科院黑土粮仓项目，依托海伦水保站
打造了以水系建设为核心的黑土侵蚀
防控与地力提升协同的整村推进样板。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是从事黑土农田生态系统长期
定位观测、研究与示范的国家级野外
台站，培育出了适应东北地区生产栽
培和企业精深加工的高产、高蛋白、高
油、抗逆性强的中早熟大豆新品种。

科研人员李艳华从事寒地黑土区
大豆育种研究工作30余年，培育出“东
生”系列新品种 17 个，累计推广 5000
万亩，增产20亿斤，增加效益40亿元，
现取得了很多喜人成果：国审大豆品
种 4 个、省审大豆品种 13 个；“东生 1
号”“东生7号”成为黑龙江省第三积温
带主推品种；“东生7号”被黑龙江省农
业农村厅评选为“黑龙江省大豆大品
种创新奖励——优质品种奖”，被农业
农村部遴选为“ 2022年粮油生产主导
品种”；绥化市将“东生3、6、9、10”四个
国审品种确定为“十三五”主推品种。

“东生”系列大豆由于产量高、品质好、
抗病强、适应性强等优良性状，外形圆
黄、加工品质好，得到农民、粮商和加
工企业的普遍认可，价格普遍高于市
场价0.10-0.50元/斤。

借助国家级大豆产业园项目实
施，建设了大豆研发中心，投资4000万
元，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与省农机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有20名科研人
员进驻，同时配备很多优良的设备，对
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开
展研发。

坚持引进与研发并重、良种与良
法结合，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建设，提升
良种化水平。同时，推动龙头企业与
基地建设，提升良种生产能力和产业
化水平。2023 年与省内几家大型种
子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加快推动育繁
推一体化建设。

目前目前，，海伦市开发五个方面应用场景海伦市开发五个方面应用场景。。
一是数字赋能农业生产方案一是数字赋能农业生产方案。。如何实现如何实现

农机作业可视化农机作业可视化、、农田施肥精准化农田施肥精准化，，改变凭经改变凭经
验种地的传统做法验种地的传统做法，，是生产主体需求是生产主体需求，，也是政也是政
府指导农业生产的需求府指导农业生产的需求。。海伦市所有大型农海伦市所有大型农
业机械全部纳入农机管理信息平台业机械全部纳入农机管理信息平台，，装备装备
GPSGPS定位跟踪定位跟踪、、作业视频监控作业视频监控、、事故应急处理事故应急处理
指挥等系统指挥等系统，，并与综合服务平台衔接并与综合服务平台衔接。。实施实施
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累计采集土壤样品累计采集土壤样品
2100021000 个个，，化验数据全部录入数据库化验数据全部录入数据库。。依据依据
数据库开发了土壤数据模型和农作物生长数数据库开发了土壤数据模型和农作物生长数
据模型据模型，，针对不同地块可自动生成从播种到针对不同地块可自动生成从播种到
收获全过程生产方案收获全过程生产方案，，不仅实现了农业不仅实现了农业““三三
减减”，”，提高肥料使用效率提高肥料使用效率，，降低种植成本降低种植成本，，而且而且
在田间管理上在田间管理上，，通过通过33SS卫星遥感作物长势监卫星遥感作物长势监
测测，，配合无人机巡田配合无人机巡田，，提前提前 1515 天对地块的各天对地块的各
种灾害发生情况预知预判种灾害发生情况预知预判，，制订实施科学的制订实施科学的
防治方案防治方案，，确保地块稳产增收确保地块稳产增收。。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生产
方案使方案使““门外汉门外汉””也能种出也能种出““好庄稼好庄稼”，”，还推进还推进
了农业生产托管了农业生产托管。。通过开发生产托管服务相通过开发生产托管服务相
关产品关产品，，有托管意愿的农户通过手机有托管意愿的农户通过手机APPAPP直直
接选择托管企业接选择托管企业，，确立合作事项确立合作事项，，并能实时监并能实时监
控托管公司作业情况控托管公司作业情况，，安心打工安心打工，，增加工资性增加工资性
收入收入。。

二是数字赋能农业监管二是数字赋能农业监管。。依托黑土地保依托黑土地保
护利用项目护利用项目，，设立了国家级野外监测点设立了国家级野外监测点 2020
个个，，分布在海伦市所有区域分布在海伦市所有区域，，及时掌握耕地质及时掌握耕地质
量信息量信息、、肥料投入情况肥料投入情况、、土壤墒情变化土壤墒情变化。。建设建设
1515处溯源监测系统处溯源监测系统，，硒谷米业硒谷米业、、龙海食品龙海食品、、原原
野食品野食品、、等多家企业使用了溯源码贴等多家企业使用了溯源码贴，，实现了实现了
品牌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数字化质量控品牌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数字化质量控
制制。。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指挥中心通过指挥中心通过33SS遥感技术与遥感技术与
基础土地数据相结合基础土地数据相结合，，确认土地的种植作物确认土地的种植作物
和面积和面积，，为政府提供比如生产者补贴发放为政府提供比如生产者补贴发放、、轮轮
作补贴发放等可视化数据支持作补贴发放等可视化数据支持，，让补贴发放让补贴发放
和政策落实有迹可循和政策落实有迹可循，，有图可依有图可依。。

三是数字赋能农业贷款三是数字赋能农业贷款。。开发了农证贷开发了农证贷
场景产品场景产品，，实现了农业资产数字化实现了农业资产数字化，，使农户一使农户一
键直达申请贷款键直达申请贷款，，省时省时、、省力省力、、省钱省钱。。

四是数字赋能农业保险四是数字赋能农业保险。。为了解决传统为了解决传统
农业保险成本高农业保险成本高、、风险大问题风险大问题，，建立了以卫星建立了以卫星
遥感遥感、、无人机遥感及手机移动端协同组成无人机遥感及手机移动端协同组成

““天天、、地地、、空空””一体化勘察模式一体化勘察模式，，实现了精确承实现了精确承
保保、、精确验收精确验收、、科学定损理赔科学定损理赔。。不仅使数字赋不仅使数字赋
能农业保险迈上新台阶能农业保险迈上新台阶，，而且平台运营的智而且平台运营的智
慧脑系统慧脑系统、、智慧眼系统智慧眼系统、、APPAPP系统系统，，还能开展还能开展
秸秆离田还田监测秸秆离田还田监测、、人居环境监测人居环境监测、、农业资源农业资源
监测等七大板块服务监测等七大板块服务，，对监控范围内的居民对监控范围内的居民
户外活动情况户外活动情况、、垃圾处理情况垃圾处理情况、、秸秆焚烧情况秸秆焚烧情况
等在手机一点可知等在手机一点可知，，接警即处接警即处，，在乡村智治上在乡村智治上
迈出可喜一步迈出可喜一步，，展现了展现了““小切口小切口，，大场景大场景””的功的功
效效。。

五是数字赋能乡村综合服务五是数字赋能乡村综合服务。。与中国铁与中国铁
塔公司合作塔公司合作，，在全市范围内在全市范围内7676处铁塔建设监处铁塔建设监
控系统控系统，，实现域内全覆盖实现域内全覆盖，，打造环保监测打造环保监测、、耕耕
地监测地监测、、河道监测河道监测、、森林火警监测森林火警监测、、数字种植数字种植、、
农产品溯源农产品溯源、、乡村治理七大应用场景乡村治理七大应用场景。。

海伦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刘俊风说海伦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刘俊风说：“：“未未
来来，，我们要以和美乡村为契机我们要以和美乡村为契机，，加快推进数字加快推进数字
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以农业数字化平台建设为引领以农业数字化平台建设为引领，，由由
农业单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农业单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由种植业向畜由种植业向畜
牧业延伸牧业延伸；；由农业发展向乡村治理延伸由农业发展向乡村治理延伸。”。”

科技型科技型企业纷纷落地海伦企业纷纷落地海伦，，为科技农业为科技农业
发展注入活力发展注入活力。。仅在大豆产业上仅在大豆产业上，“，“产加销产加销””
一体发展模式的企业就有一体发展模式的企业就有 77 户户，，年加工能力年加工能力
超过超过 5050万吨万吨。。目前占地目前占地 2020万平方米的大豆万平方米的大豆
生物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推进生物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推进。。域内域内
生物发酵类企业主要有生物发酵类企业主要有 44 家家，，20222022 年海伦市年海伦市
生物发酵产业总产值为生物发酵产业总产值为 3131 亿元亿元。。建设国内建设国内
首条首条 50005000 吨玉米酒糟油生产线吨玉米酒糟油生产线；；建设建设 1010 万万
吨甲醇生产线吨甲醇生产线；；围绕延长国投生物纤维素燃围绕延长国投生物纤维素燃
料乙醇产业链料乙醇产业链，，国投先进生物质燃料国投先进生物质燃料（（海伦海伦））
有限公司正在加速推进产研成果转化有限公司正在加速推进产研成果转化，，计划计划
投资投资 11 亿元亿元，，与山东大学及安琪酵母合作与山东大学及安琪酵母合作，，
研发建设研发建设 11万吨纤维素万吨纤维素酶生产线酶生产线。。

侯绍波说侯绍波说，，海伦市把科技农业贯穿到农海伦市把科技农业贯穿到农
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推动农业生产智推动农业生产智
能化能化、、经营网络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和服务便捷管理高效化和服务便捷
化化，，深入挖掘数字农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深入挖掘数字农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
潜力潜力，，让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农业的各领域各让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农业的各领域各
环节环节。。此外此外，，海伦市从农业科技研发海伦市从农业科技研发、、专业人专业人
才培养才培养、、创新型企业引进等方面为科技农业创新型企业引进等方面为科技农业
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推动数字赋农推动数字赋农、、科技兴科技兴
农新实践农新实践。。

数字场景应用数字场景应用
智慧农业新样本智慧农业新样本

海伦城市鸟瞰海伦城市鸟瞰。。

海伦市街景海伦市街景。。

大豆丰收啦！

农业大机械作业现场农业大机械作业现场。。

航化作业航化作业。。

侵蚀沟治理现场侵蚀沟治理现场。。

海伦大豆在展销会上海伦大豆在展销会上。。

科研人员李艳华在大豆田里科研人员李艳华在大豆田里。。

无人机航化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