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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善县西塘镇的“浙农飞防”基地，一群平

均年龄不足 25 岁的年轻人正利用北斗定位系统

指挥无人机精准施肥，服务面积覆盖 20 万亩农

田；在嵊州市，第三代采茶机器人通过 AI 识别芽

叶，准确率达85%，让传统茶事增添了浓浓的科技

味。

从“镐锄镰犁”到“数字园丁”，从“看天种地”到

“数据决策”，浙江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推动农业

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型生产力。如何以

新质生产力为先导，推动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有效

协同，成为浙江进一步促进城乡人才要素双向流动

的关键“考题”。

以江山市为例，2024年，该市启动乡村运营人

才体系化培养培育行动，通过建立培训赋能、职业

发展、要素保障、组织领导“四大体系”，激励和帮助

乡村人才成长成才，并以“基本工资+绩效奖励+运

营分红”的模式，鼓励强村公司、国资运营公司、农

文旅项目团队等招聘“乡村共富运营师”担任职业

经理人，在激发各方积极性的同时形成利益共同

体。

至今，该行动实施一年不到，成效颇丰。该市

上余镇五程村党总支书记郑小荣担当“乡村共富运

营师”后，成立了强村公司，将村里3000多亩闲置土

地种上蔬菜，并配套了一个农事服务中心，用于加

工菜干、辣椒酱等，同步接入生鲜配送中心渠道，带

动了300多户农户增收。

“豆很好”共富工坊负责人张君君，结合培训所

学，在当地廿八都景区打造了一个“大陈面坊”，将

面条搭配雪菜、土笋干等，打造成更符合当下年轻

人喜爱的爆款，开业半年营业额近50万元。

各类案例，不胜枚举。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培育

“专业化、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现代“新农人”，

是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重中之重。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0 年到 2024

年有记录的人才培训共52.5万人，其中高素质农民

8.8万人，农村实用人才43.7万人。

数字赋能，让浙江的田野充满希望。未来，从

“会种地”到“慧种地”的绚丽蜕变，必将在浙江大地

结出更多丰收果实。

融合创新 逐梦乡野

无人机、北斗导航、AI监测

“智慧春耕”新花样
□本报记者 杨怡

无人机作业、插秧机轰鸣、智能传感器实时监测……在之江大地上，先进农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重塑春耕生产。

连日来，温岭市箬横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朱齐军赶着好天气，忙着播种早稻。“找农机就像

像点外卖一样方便！”朱齐军笑着告诉记者，现在

种田只要点点手机屏幕，通过“温岭掌上农机”应

用中的“滴滴农机”功能，不出10分钟，就会有插

秧机上门。

“系统实时收集全市农机手的作业状态、地

理位置和农机类型，与农户发布的需求进行智能

匹配。”温岭市农机总站副站长赵挺介绍。

温岭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温岭

掌上农机”运行三年多来，已累计服务农户2.3万

户次，年可节约成本约700万元。

而在位于慈溪市横河镇的稻田里，一台无人

驾驶插秧机正沿着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自动规划

的路径匀速前进，能灵活避让田埂，将秧苗精准

插入泥土。据了解，该机器每日可完成40亩插秧

作业，效率是人工的3倍，精准度很高。

“这不仅是机器替代人力，更是‘数字园丁’

的觉醒。”慈溪市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处处长黄

曙敏介绍，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和AI算法，系统能

够根据土壤湿度、肥力数据自动调整播种密度和

深度，“种下的每一株秧苗都像被精心计算过。”

过去靠经验，现在靠数据。对于农业生产的

这一转变，平阳县城隍村种粮大户王建军感受颇

深。“哪块田需要灌溉，哪片地需要追肥，‘智慧大

脑’一目了然。”王建军口中所讲的，正是平阳县

高标准农田内的“智慧大脑”，其相关的物联网设

备会采集空气温湿度、土壤 pH 值等数据，通过

5G网络传输至云平台，“我们只要打开手机APP，

就能看到水稻生长的各项指标，很方便。”

近日近日，，瑞安市高楼镇的茶园首次使用智能瑞安市高楼镇的茶园首次使用智能

无人机配送茶青无人机配送茶青，，以科技助力春茶生产以科技助力春茶生产。。

贾洁楠贾洁楠 摄摄

科技赋能 “绿叶”生“金”

当前正值春茶采摘期。在杭州市西湖区龙井

村的茶园上空，一架搭载多光谱相机的无人机来

回飞行。“芽叶长度达到2.5厘米，叶绿素含量达到

峰值，就是茶叶的最佳采摘时机。”杭州市西湖区

龙井村茶农周国强戴着AR眼镜查看无人机传回

的数据。他告诉记者，通过无人机扫描后，每一株

茶树都可以利用AI算法转化为可量化的生长模

型。

在浙江，科技的渗透不仅体现在生产端。位

于新昌县的中国茶市内，每批茶叶都有一个“身

份证”，只要通过“茶产业大脑”平台，每批茶叶从

茶青收购到干茶仓储都可以实现扫码溯源。

“消费者只需扫一扫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

查看茶叶的生态标签、品质指数，甚至追踪到具

体茶园，就像是茶叶的‘数字护照’。”据新昌县农

业农村局茶叶站站长袁海艳介绍，该县还出台

《茶产业全域数字化标准》，推动“一企一码”管理

模式。“每家茶叶企业都有一个专属二维码，记录

着从种植到加工的全流程数据，这相当于给茶叶

再办了个‘数字身份证’。”

数据显示，2024年，新昌县茶园面积超15万

亩，茶叶从业人员约18万人，全县茶叶全产业链

产值突破100亿元，茶农亩均收入达9450元。该

县先后获评“全国‘三茶’统筹发展县域”“全国县

域茶品牌文化引领县”等荣誉。

事实证明，数字化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必

答题。省委提出的“数字化改革牵引农业‘双强

行动’”战略，正在浙江大地结出硕果。

模式重塑 智慧生产

在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舜江村在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舜江村，，插秧机在进行机插作业插秧机在进行机插作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丁佳味丁佳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