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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记者 樊伟宏

沿临淄区齐峰路和辛河路交
会处一路向北，由山东科大集团
(下称科大集团)和淄博临淄绿满
坡种植专业合作社共同搭建的数
字农业基地，徐徐展开。

秋收已过，合作社理事长李
延强等来了久违的平静。

站在他身旁的，还有科大集
团董事长曲明。面对着眼前1600
亩的玉米田，两人默默站着，时不
时互递一根香烟，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说一句话。

他们两人中，一个是在当地
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另一个
则是在农技圈远近闻名的行家里
手。

因为有着相同的农机爱好，
两人相识相交了十数年，又因为
怀揣着相同的数字农业梦想，他
们一点一滴搭建起了数字农田。

农村原有的经济发展格局已
被打破，农村产业结构、治理方式
都需要重新规划和探索。其中，用
数字技术推进农村现代化，无疑
是时下焦点。

“老曲，你说，接下来咱们该
咋干？”李延强目光微动，像是在
自言自语。

“检测精确度要再提一提，装
备也该继续升级，至于还有哪些
更适合改进的，你常年守在这儿，
比我有经验……”曲明回应。

李延强和曲明的数字农业战
场，是他们的植梦之地。对整个淄
博而言，又何尝不是呢？

底气

热闹的秋收场景，依然在李
延强记忆中来回浮现。

彼时，玉米收割脱粒一体机
来回穿梭于田地之中，摘棒、脱
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智能农机
的有力加持，为李延强省出了不
少“喝茶偷懒”的时间。

“收成不错，玉米亩产1500斤
左右，比去年提高了约15%，产量
效益提升显著。”李延强说。

李延强本是建筑行业出身，
早年间受不断出台的农业利好政
策吸引，转型做现代农业。目前，
李延强的合作社共流转周边九个
村庄的3000余亩田地，种植1600
余亩春播玉米，300亩大豆以及
118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李延强认为，好成绩得益于
高标准农田的步步推进，在科大
集团的助力下，他的基地实现了
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精密农田
气象站、土壤氮磷钾元素检测器
等设施铺设，能够智能完成随时
灌溉、精准施肥、智能化作业等工
作，种种举措都有效促进了粮食
生产提质增效。

“以灌溉为例，同样的土地面
积，过去150人满灌作业需要半个
月的项目，现在只需要两个人、一
周时间就可以完成，从人工成本

来看，一年合作社就能节省15—
20万元的费用。”李延强举例说。

智慧农业技术在合作社的推
广使用，让李延强发展自身业务
更有底气的同时，也让他成为周
边农户的“主心骨”。

“我们都希望通过自身经历
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这些年收
集得到的各种信息和资源，去帮
助、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增产增收，
共同致富，让智慧农业在乡村的
普及面更广。”李延强说。

助力

让李延强诸多设想变为现实
的关键，是科大集团。

成立于1996年的科大集团，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
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二
十多项，始终致力于智慧农业、智
能农机等项目的研发、生产。

作为淄博最早并长期致力于
智慧农业研究、农业物联网技术
建设的企业，在淄博打造数字农
业农村中心城市不断提速的当
下，科大集团走出了具有自身特
色的智农之道。

“再好的技术，都要与土地紧

密结合。”在曲明看来，帮助李延
强的农田实现升级换代，是科大
集团“了解土地”的最好实践。

以水肥一体化技术为例，其
原理就是通过布置在各个节点
的传感器，将实时监测的土壤养
分、水分等情况反馈给水肥一体
机，根据数值变化，实现灌溉施
肥的智能化、数据化、科学化管
理。

曲明告诉记者，要想在这些
环节取得技术突破，必须结合实
际，而在与李延强多年的合作摸
索中，他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下一步，我们计划继续提高
检测的精准度，为提质增效提供
更可靠的技术支持。”曲明说。

不仅如此，此前，淄博市农业
机械事业服务中心依托科大集团
研创的农机服务管理平台“找农
机”小程序已经上线，淄博“农机”
智慧助农新模式就此开启。

于是，当“信息多跑路，农机
多干活，农户得实惠”的目标渐次
变为现实，一度笼罩在传统农业
上空“有机无田耕、有田无机耕”
的供需矛盾，也被有效解决。这不
仅促进了农机作业高效有序流
动，也引领数字农机发展新潮流。

“这些都是我们在合作中不
断交流，互相启发后落地的成
果。”曲明说。

超车

曲明和李延强的经历，只是
淄博数字农业转型的一个缩影。
自2020年7月，淄博的数字农业齿
轮便开始高速转动。

在官方看来，淄博农业体量
较小，要想走高效、高质、高端之
路，唯有抢占数字新赛道，解决资
源要素制约，聚焦数据，突出项目
带动和场景应用，才能打造比较
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才能实现农
业的换道超车。

为此，淄博将数字农业重点
项目，列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
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出台数字应
用场景奖补等10项支持政策。

高端平台亦是淄博数字农业
倚重的重要方向。

通过与中国农科院、中科院
等18家科研院所，中化、中国供销
等23家头部企业，匡廷云、赵春
江、兰玉彬等12位院士专家的链
接，淄博不断引进了创新团队、合
作项目和管理新模式。

与此同时，淄博还与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省农科院等战略合作，成为国家
数字乡村标准化成员单位。中国
农科院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淄
博)成为中国农科院在全国布局
的九大新型研发机构之一。

种种举措之下，淄博的数字
农业农村全面起势，初步探索出
了“数字+农业农村”的淄博路径、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淄博模式。

最为典型的是，淄博官方发
布的数字农业典型应用场景案例
就达到40个，这些案例在推动数
字农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禾丰种业打造全国首

个生态无人农场，获批国家级“育
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山东中以
果业“一果一码、一园一端”，发展
智慧果园2800亩，在陕西、新疆等
地复制推广；新润种苗数字工厂
每年育苗1 . 1亿株，思远“农保姆”
服务全国20余万名会员、面积50
余万亩……

路途

成绩可见，短板犹存。
比如，淄博涉农数据整合共

享目前还不够充分，数据资源“碎
步化”严重，数据系统开发主体多
元、平台数量种类繁杂，互联互
通、共建共享程度还不高。

这些，皆是制约淄博数字农
业发展的软肋。

此外，在诸多农业研发企业
和产业园区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
创新，引进先进农业科技和新技
术，建立先进生产、检测、管理系
统的当下，曲明和李延强也提出
了另一个命题：接地气。

在他们看来，相较一味追求
技术制胜，因地制宜才是提高竞
争力的关键。

“数字技术和装备升级的确
带来了便利，但问题是，有多少农
户有这样的投入能力呢？”曲明在
全国各地考察，见过很多技术领
先、自动化超前的现代农业园区，
他认为，很多数字化改造还是要
根据农户的需求来订制，“接地
气，一步一步来”。

曲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山东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不
愿具名的研究员的认可。

“在数字农业的具体应用环
节，不能带着唯高端唯顶级的心
理一味冒进，结合自身需求，着眼
土地条件，像耕种一样步步改进，
步步提升，和合作企业实现长期
紧密的良性互动，才是长远发展
的根基。”上述研究员表示。

而对于以上种种，淄博市农
业农村局也给出了答案：

持续擦亮国家数字农业农村
改革试验区金字招牌，锚定打造
数字农业强市目标，以“1+1+N”为
引领(第一个“1”是建设“齐农云”
二、三期工程，加快数字产业化；
第二个“1”是建设“中农数院”，推
动数字农业技术成果快速转化；

“N”是建设N个重点项目和典型
应用场景)，打造一批“好场景+好
应用”，形成一批数字农业农村改
革硬核成果，一地创新、全国应
用，为数字化推进中国式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淄博路径。

数字农业，代表着农业未来
的发展方向。

无论是科大集团这样的数字
农业公司，还是李延强这样的长
期致力于数字农业实践的“现代
农民”，他们仅仅是淄博农业农村
数字变革的一个侧面和缩影。

而在淄博焕新的征途上，这
样的侧面和缩影，无疑越多越好。

淄博焕新的侧面和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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