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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常山县新昌乡的郭塘月季数字

农场，村干部叶志新正在手机上操作着温室

控制系统，一棵棵长势茂盛的月季正享受着

自动喷灌和风机等智能设备的“服务”。“大棚

顶上还铺了排列整齐的光伏板，种植和发电

两不误，实现了一地两用。”叶志新说。

2021年，作为山海协作项目，慈溪市在郭

塘村投建了1000多平方米的月季共富工坊，

开辟智能化月季育苗“新道路”。2023 年 8

月，浙能集团盘活郭塘村闲置土地资源，探索

“公司+农户+基地”的模式，投入250万元建

成郭塘农场。该农场包括1个月季低碳智能

育苗中心和1个月季数字化展销中心，并在

大棚顶部设立光伏板，以光伏发电的绿色电

源满足月季低碳智能育苗中心内的通风、照

明等设备的电力需求，每年可帮助村庄节省

电力能耗成本约6万元。

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提高了月季花苗

的品质和成活率，实现了订单生产，提供了有

力保障。“与传统的育苗方式相比，智能化育

苗降低成本，还可以实现全年育苗，且花苗成

活率高、苗壮整齐、生长周期短。”村党支部书

记张荣说，农场里的智能化大棚配备了喷灌

设施、温度湿度调节、智能监测和控制系统。

这些高科技设备和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月季

花生产过程的智能监控和管理，让花苗在最

佳环境下生长，质量全面提升。

有了科技助力，郭塘村引进大批月季花

苗，将郭塘农场打理得有声有色。2024年，该

农场培育出“小桃红”“尊贵”等28个品种的2

万株月季花，作为市政花卉卖到了宁波、慈

溪、龙游和省外的江西、河南等地，为村集体

增加经营性收入100余万元。

本报综合

常山：
数字农场育出美丽经济

当下，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春耕春管

的重要手段。在杭州，AI 软件、农业机

器人等各种智能设施设备接连亮相，让

手机成了“新农具”，数据成了“新肥料”，

保障春季农业生产，抢抓时效、提升效

能。

走进余杭径山高效生态农业示范

园，草莓、蓝莓等作物生长茂盛。工作人

员登录数字系统，切换 AI 模式，大棚便

自动开启调节温度、滴灌、通风等各项日

常作业，全程可实现“无人化”操作。在

植物工厂，工作人员操控手柄，农业机器

人便开始“眼观六路”，敏捷穿梭在一排

排种植架前，喷洒浇灌。它还可以实现

耕地、播种等作业。

余杭径山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生产

与数字农业负责人介绍：“实现设施化、

数字化之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是原

来的 20%，关键环节农事活动所需时间

只有原来的50%，通过规范化种植，作物

存活率基本能达到100%。”

而在田立方·临平未来农场，智慧农

林物联网系统正对450亩油菜进行智能

监控与科学管理，这里配套 200 余个田

间传感器、4个物联网微基站，小到土壤

的有机物含量、叶面湿度监测，大到病虫

害预警、远程精准灌溉，智慧系统均能完

成。大棚内，营养液代替土壤，既能节水

节肥，又能提高蔬果产量。

田立方·临平未来农场项目负责人

表示：“通过我们这个气雾栽培技术，能

让番茄和生菜的种植节水率达到 90%，

节肥率达到95%，产量能提高5倍左右。”

杭州：机器人“闯入”田间地头

近日，在宁波市江北东莱现代农业

专业合作社的智能玻璃温室内，郁郁葱

葱的藤蔓排列整齐，西红柿挂在半空中，

好似一串串灯笼……

“我们的‘空中番茄’采用新型栽培

技术，其根部并非扎根于地面，而是生长

于高架槽内的椰糠基质或营养液中。”基

地负责人卓芬璐说，这种无土栽培模式

不仅大幅提升了空间利用率，还使番茄

的口感更清甜可口。

智能玻璃温室里，室温调控、水肥滴

灌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通过设备的

协同运作，实现了种植过程的智能化、精

准化，使该基地番茄植株藤蔓粗壮挺拔，

单株可结出 5-7 节果实，单株产量达 2

公斤。

科技创新结出丰硕成果。去年，该

合作社种植的“酸甜果 10 号”在宁波市

精品番茄推选活动中摘得金奖。目前，

基地番茄日均采收量达50公斤，科技赋

能下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正加快培育。

江北区洪塘街道的云上草莓园里也

有科技与农业融合的类似景象。这座占

地 25 亩的现代化种植基地搭建了连栋

大棚，通过栽培支撑架与吊挂设备栽培

草莓。“我们使用自主研发的基质配方，

结合全自动水肥滴灌系统，在提升产量

的同时降低了病虫害风险。”基地负责人

朱善海介绍。

今年是朱善海研究无土栽培的第

十年。这些年，他发明了无土栽培槽底

部的支撑架、栽培槽边的防掉落网、栽

培槽内多块膜的固定夹等小巧实用的

装置。目前，他已成功申请 3 项实用新

型专利，另有 8 项有关水肥配比、绿色

防控技术、设施改进等领域的专利正在

申请中。

对此，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相

关专家透露：“宁波农业领域正在广泛应

用的各种新优品种、冬季设施大棚增温

保温补光设施、基于病虫害智能化监测

预警的绿色防控技术、基质栽培和水化

栽培等无土栽培技术，以及正在试验示

范的激光补光灯等，都是农业新质生产

力的生动体现。”

宁波：番茄“飞”上天 草莓“住”云端

春雷动，万物生。近日，在龙港市周

家垟村的农机库内，种粮大户周仁号和

儿子周昌李正在调试一台120马力的旋

耕机。“以前耕地翻新靠牛耕，一天耕地

3亩，如今智能农机日耕50亩。”周仁号

种了20多年的地，也见证了从8马力手

扶拖拉机耕地到现在的120马力施耕机

以及植保无人机等的跨越式变化，“有了

这些高科技设备，我们省心多了。”

科技不仅让农业生产更高效，也改变

了“农二代”的观念。“现在的农业无论是

无人机的智慧播种，还是大棚的智能温

控，都让农田有了新的种法，也让我看到

了更大的潜力。”周昌李说，在政策的扶持

下，还得到了省级农技专家的技术支持，

今年将试点“冬种蚕豆覆膜移栽”的创新

种法，提高土地复种指数，试点成功后将

进一步增加种植收入。

据了解，今年，龙港市将继续大力实

施主要农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新建高标

准农田 4000 亩以上，完善农田沟渠、机

耕路、泵站等基础设施，并创新农事服务

保障，加速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落

地，推广全程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社会化

服务数字应用，提供育苗育秧、烘干加

工、农技服务等服务，促进农业生产降本

增效，提升土地综合生产能力。

龙港：科技赋能“老把式”

近日，桐乡市崇福镇儿时田园农场创新

推出“认养一棵葡萄树”数字化农业新模式，

首批 24 棵阳光玫瑰葡萄树认养名额上线即

售罄。每棵葡萄树认养面积 24 平方米，树

龄3年，年保底产量50公斤，最高可达60公

斤。农场配备高清摄像头 30 个，实现认养

区域全覆盖，客户可通过手机APP实时查看

葡萄生长全过程。同时，农场预留充足活动

空间，为认养客户提供修剪、疏果、采摘等农

事体验服务，已吸引上海、杭州等地客户参

与，初步形成“线上认养+线下体验”的农旅

融合新模式。

据悉，农场2023年投入150万元实施智

能化改造，建成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3套、智

能温控大棚8个，配备智能排水监测设备12

台。通过数字化管理，实现水肥施用、温度调

控、开关棚等操作手机端一键控制，年节省人

工成本5万元，生产效率提升30%。阳光玫瑰

葡萄种植全过程实现数字化追溯，产品优质

果率达95%以上。

下一步，农场计划将认养模式推广至190

株葡萄树，同步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建设草坪

活动区800平方米、茶座休闲区300平方米，

打造集种植、观光、体验于一体的数字化农旅

综合体。2024 年认养模式带动农场增收 50

万元，接待农事体验游客2000人次。

桐乡：数字化认养葡萄树

近日，在金华

市金东区塘雅镇

粮食功能生产区，

种粮大户正驾驶

农用翻耕机来回

穿梭翻耕，为春

播作准备。

杨梅清 摄

机械翻耕忙机械翻耕忙

春耕生产 科技“唱戏”
春回大地，农事繁忙。连日来，我省各地有序推进春耕备耕和春管工作，各种高科技、智能化设备频频亮相，乡野间尽显

科技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