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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低空经济”如何蓄势高飞？
浙江公布“路线图”

2 月 17 日，在位

于温岭市松门镇棉花

塘的温岭市新才农事

服务中心，种粮大户

江新才正在调式播种

流水线设备。今年，

该中心计划种植早稻

2800 亩 ，较 去 年 增

400 亩，已投入资金

330万元，新增插秧机

4 台、旋耕机 2 台、播

种流水线设备一套、

秧盘 6 万多张，整体

可新增育秧、机插面

积达5000亩。

江文辉 摄

种粮大户备耕忙种粮大户备耕忙

（上接第1版）

与此同时，农田小火车、

星空露营、山林康养等文旅

项目一一落地。尤其是光明

农场稻田公园一期建成后，

连续举办了6届秋收大会和

首届耕织新游光明农场游园

会等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

来观景、体验。“村子名气越

来越大，头脑活络的村民就

开起了民宿、农家乐，在家门

口赚钱。”周潮滨告诉记者，

光明村客流量最高时每天达

2000 多人次，2024 年累计接

待游客超3.6万人次，成为远

近闻名的“网红村”。

产业升级 新添引擎
村庄发展了，如何进一

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是

光明村正着力破解的一个课

题。

春寒料峭，位于光明村

的临安区於潜现代化农事服

务中心却已呈现出一派忙碌

景象，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

检查育苗流水线和各类农机

装备，为即将到来的春备耕

作准备。“进入 3 月，我们的

订单育秧工作就要开始了。”

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冯骥介

绍。

2022 年，於潜镇与中商

（浙江）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达成合作，在光明村

投资 3500 万元建设临安区

於潜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

这是我省首批建成的4家省

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之

一。该中心可为周边种粮

农户提供水稻种植全程机

械化作业服务和数字农业、

集中育苗、烘干加工、农技

服务、农产品营销、农机维

修、农资配送、农事研学等8

项农事服务，年服务能力最

高可达 11.5 万亩次，服务范

围覆盖周边 10 公里约 2 万

亩良田。

开展综合种养，是光明

村做强农业产业的一个重要

方面。“我们村在推广稻鸭共

生模式，鸭子选用的是萧山

梅鸭，它的肉质好、生命力

强。去年我们稻田里养的

2000 多只鸭子，刚上市就卖

完了，顾客反映口感很好。”

周潮滨告诉记者。

2024 年，光明村还与盒

马鲜生、大润发等合作，试水

蔬菜订单生产。“今年，我们

将在光明村挂牌成立临安首

个‘盒马村’，农户只要按商

家要求种植，生产的农产品

就可以按高于平时收购价包

收包销。”於潜镇副镇长周楠

表示，目前，光明村进行订单

生产的主要是番茄，下一步

将试种大葱、花菜等，进一步

提升农业全产业链效益和村

民收入，让光明村的“共富

路”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张雅萌

手机上轻轻一点，无人

驾驶拖拉机便按照规划路线

开始精准耕作；传感器实时

监测土壤温湿度，自动灌溉

系统随即开启；AI病虫害识

别系统精准“诊断”水果健康

状况，农业机器人随即进行

靶向施药……这不是科幻电

影中的场景，而是杭州市余

杭区瓶窑镇彭公数字农场日

常一幕。

“我们不是在单纯种地，

而是在云端‘种’数据模型。”

山行（浙江）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陈龙打趣地说

道。在农场的数字监测中

心，陈龙轻点触控屏，随即调

出各类作物的生长三维模

型。屏幕上，蔬菜的光合效

率曲线、蓝莓的糖度热力图、

番茄的病虫害预警图谱……

除了本地的果蔬信息，这些

实时数据还会同步共享到远

在数千公里外的陕西、云南、

新疆等14个农场基地。

“AI 技术的应用，让农

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过去

种地靠经验，现在靠数据。

AI 不仅能告诉我们什么时

候该浇水施肥，还能预测产

量、预警风险，让种地变得更

轻松。”陈龙向记者介绍，通

过研发ERP、MES、数据采集

等辅助工具，利用“山行农

业”数字农业生产管理平台

这个“农场大脑”，可以24小

时不间断收集植物生长数

据，完成生产过程中的量化

监控和精准回溯，及时发现

病虫害发生状况、作物生长

状态，并对植保、园艺、水肥

等农事工作进行全程跟踪与

监管。

眼下，农场已搭建先进

的农业生产温室及大棚，部

署物联网设备及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全域实时监控。前

端数据收集完成后，管理平

台通过数据分析进行模型建

立，即可参与生产辅助决

策。“以施肥为例，传统方式

主要依靠人工操作，效率低

且不易把握均匀性。现在，

农场布设了高清摄像头和传

感器，结合 AI 图像识别技

术，可自动分析出最适合某

一作物的灌溉量、施肥量和

营养元素配比等，通过智能

化灌溉系统，实现灌溉量自

动控制和时间设定，助力节

本增产。”陈龙说，与传统模

式相比，农场用水量可减少

80%，用药量减少 90%，提升

工作效率 15%以上，产品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也得到有效

提升。

□本报记者 高晓晓

本报讯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

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引擎。日前，

我省出台《浙江省农业农村领域低空

经济发展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从打造应用场景、强化支撑保障

等方面勾勒未来三年农业农村领域低

空经济的发展蓝图。根据《方案》，到

2027年，我省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

展新基建、新应用、新格局基本形成，省

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农用无人机配

置全覆盖，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1万

台以上，农用无人机作业面积6500万

亩次以上，建设农业生产“低空+地面”

一体智能监测点100个，无人机乡村巡

查巡检村域覆盖率30%以上。

《方案》明确，将打造六大低空经

济场景。生产作业场景方面，按照宜

飞则飞、应飞尽飞原则扩大农用无人

机生产作业范围，鼓励开展梨、香榧等

特色作物授粉和绿肥作物等播种，以

及畜禽养殖场消毒。监测场景方面，

发展农作物种植规模、长势、病虫害、

灾情等飞行智能监测。服务场景上，

扩大无人机在永久基本农田巡查、种

粮补贴核实、水产养殖滩涂规划、农

业保险快速查勘定损等场景应用。

鼓励开发“低空+金融”产品，将无人

机动态监测作为农业设施或资产抵

押过程中辅助监管手段。运输场景

上，大力发展杨梅、山地蔬菜、水产等

生鲜农产品“产地直达餐桌”低空运

输服务，畅通山区海岛偏远乡村农产

品出村进城通道。治理场景上，加大

无人机巡查巡检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等方面应用力度，提高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等工作效能。农文旅消费场

景上，推动休闲农业与低空观光深度

融合，支持发展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观光、热气球环游、滑翔伞运动等低

空农文旅活动。

《方案》对基础设施、市场主体、数

字赋能、科技研发、人才培养等给予全

力保障，护航低空经济发展。《方案》要

求加快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农村基础电力网络向田间、林间覆盖，

争取布设一批满足农用无人机快速补

能需求的实用充电装置。培育低空经

济市场主体，鼓励各地招引省外优质

资源来浙投资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

济，积极培育农用无人机相关的技术

研发、装备制造、产业服务等各类企

业，打造1—2个本土“链主”企业。开

展飞防等社会化服务，到2027年，省级

飞防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100个。强

化低空经济数字赋能，提升农用无人

机作业数据管理能力，为病虫害飞防

补贴申领、种粮补贴核查等关键业务

提供支撑。加强低空经济科技研发，

鼓励创建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省级

农业重点企业研究院。强化低空经济

人才培养，支持企业与省内高职院校

联合开展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人才

培训。到2027年，全省累计培训无人

机飞手5000人次。

《方案》要求，以县域为单位开展

“低空+农业”场景打造和创新融合，因

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农村领域

低空经济试验地，支持基础条件较好

的涉农县（市、区）积极争取省级低空

经济试点。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村咖”，顾名思义，是指开在乡村

的咖啡馆。随着乡村旅游业的不断兴

起，“村咖”的香味在绿水青山间愈焙愈

浓。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省有超2600

家“村咖”，数量居全国前列。非咖啡豆

主产地的浙江，何以成了“村咖”大省？

“浙”里“村咖”何以越来越香？

“村咖”具有资源禀赋的包容性。

“村咖”兜售的不仅仅是一杯品质上乘

的咖啡，更包含了“一方水土一方咖”

的独特魅力。浙江和美乡村享誉全

国，千村千面、原汁原味的乡村让咖啡

馆得以依山而建、傍水而居，每一处风

景都是“村咖”独一无二的布景板。以

安吉的“深蓝计划 X Deep Blue”为

例，这家由废弃矿坑改造的咖啡馆，凭

借一池碧水与一方裸露岩壁，创下了

单日最高售出 8818 杯咖啡的全国纪

录。恰恰是这些独具风格的“在地

性”，让“村咖”的颜值与格调有了更多

期待，也使浙江的“村咖”得以跳脱出

单纯餐饮场所的范畴，转而成为乡土

美学的重要载体，让消费者在乡村流

连忘返、去而复返。

“村咖”具有多元发展的可塑性。

如果将浙江的“村咖”比作乡村振兴的

一棵树，那么“村咖+”的跨界融合便是

其枝繁叶茂的根系。浙江的多家“村

咖”出圈后，无一例外都在尝试跳出“卖

咖啡”的单一逻辑，不断突破边界、探索

“村咖+”的无限可能。无论是“咖啡+

剪纸”，还是“咖啡+麦饼”，抑或是“咖

啡+海钓”，“村咖”主理人们纷纷抓住多

元化发展的契机，以创新为内核，以咖

啡为媒介，串联起文创、研学、艺术等新

业态，形成了“1+N”的乡村业态共生网

络，以此反哺乡村旅游业发展，从而不

断赋予“村咖”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村咖”具有天时地利的延展性。

“村咖”长红的背后，归根结底是一股青

年入乡发展的热潮。青年在抉择投身

乡村创业时，往往会徘徊于“诗意的栖

居”与“远方的召唤”之间。可以说，“村

咖”的持续火热，为他们提供了切实可

行的范例，极大地增强了内心的信念与

决心。去年来，我省大力实施现代“新

农人”培育行动，各地也相继出台支持

青年入乡发展的相关政策，不断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和服务配套，变“单兵作战”

为“集成发力”，助力乡村产业蓬勃发

展。如今，“青年力量”已成为浙江的新

标签，青年既有“仗剑走天涯”的侠者之

气，也有“勇立潮头敢为先”的实干精

神，他们擅长把新鲜的流量转化为持久

的口碑，让“村咖”等新业态不再是昙花

一现的网红经济，而成为乡村全面振兴

的可持续引擎。

浙江“村咖”走红的背后是一场乡

土基因、青年创意与政策红利的交响，

更是一次对乡村振兴路径的生动诠

释。当咖啡香从天荒坪蔓延至四明

山，从钱塘江飘向东海边，我们看到了

一个时代的侧影——在浙江，乡村不

再是城市的背面，而是承载诗意栖居

的理想国；青年不再困于“北上广深”

的单一叙事，而是在青山绿水间书写

人生新篇。未来，在“乡村+”业态持续

涌现之下，“村咖”必将面临新的挑战，

但相信只要坚守乡土本真、持续创新

赋能、深化政策护航，这杯“浙江味”的

“村咖”，必将香飘久远。

用AI打造“未来农场”，很酷

“村咖”何以历久弥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