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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俊科坐在山东淄博禾丰种业生态

无人农场指控中心里喝着茶，大厅之外的

小麦已经成熟。只见他轻点屏幕发出指

令，田间的无人驾驶收割机按照规划路线

自动忙活起来……

近日，发生在山东淄博的这一幕，描

绘 出 国 内 首 个 生 态 无 人 农 场 的 日 常 场

景。麦田里，无人驾驶拖拉机、自动小麦

收获机、自动播种施肥一体机、植保无人

机等农机装备轮番上阵。

6月 26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农

业“火花技术”发现、评估与培育实施办法

（暂行）》。该办法强调，农业“火花技术”

是指处于萌芽状态或成长阶段尚未大规

模推广，但未来有可能对农业生产和产业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农业科技成果。上

述生态无人农场便属于“火花技术”。

朱俊科是淄博禾丰种业生态无人农

场的主人，而他家的这块 500 亩生态无人

农场的技术打造者则来自欧洲科学院院

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山东理工大

学教授兰玉彬的团队。兰玉彬向科技日

报记者表示：“我们用了 6年时间打造了以

‘生态化、无人化’为标签的智慧农场，破

解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

无人农机秀出“十八般武艺”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农场主在指挥中

心发送不同的信号，农机就会按照指令自

动整地、自动播种、自动施肥、自动打药、

自动收割。兰玉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无

论小麦还是玉米，前期耕种、中期管理到

后期收获的全程智能化，可减少用工费用

25%，节约用水 20%，减少农药 30%。

二三十种无人农机在田间不知疲倦地

劳动，秀出“十八般武艺”，背后是物联网、

5G网络、大数据、云平台等技术的支撑。

团队成员、山东理工大学农业工程与

食品科学学院教授张彦斐告诉记者，生态

无人农场的指挥控制中心和云平台监控

系统，充当着“大脑”角色，对农场进行整

体调控，监控农场内作物生长环境、土壤

状态以及所有机具的作业状态，并进行智

能实时调控。

“无人农机采用‘北斗 GPS系统+姿态

传感器’实时获取自身的高精度定位信

息，并采用 4G/5G 网络发送至云平台。结

合地理信息系统，操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

里对农机进行精准操控，让一个人管理上

千亩田地成为可能。”张彦斐介绍，卫星遥

感监测、无人机遥感监测和地面监测采集

的农情信息上传到云平台后，会进行存储

汇总分析，结合后台的农资管理数据、产

量数据、植物生长数据等，形成生态无人

农场的农业生产大数据。这样就可以科

学指导农业生产，判断何时该播种，何时

该施肥，并更加精准地进行灌溉、施肥和

用药，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建立数

据驱动的“数字化农场”。

无人农场融合多种技术

记者注意到，在生态无人农场的不同

角落，一个个蓝色的小箱子在“坚守岗

位”，它们是土壤墒情检测器，可测量不同

深度土壤的湿度、温度、酸碱（pH）值等信

息；此外还有无人值守、超低功耗的智能

检测气象站，可以实时监测农田空气温

度、湿度、降雨量、风速等信息。

以浇水为例，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陈

玉龙告诉记者，水的管理尤为重要，生态

无人农场的田间设有多处探头探测土壤

中水的含量，根据大数据测算系统，获取

作物在未来一段时间的需水量，再根据田

间的持水量，计算出需要补灌的用水量，

完成作物“补水”工作。

无人农机集合了山东理工大学农业

工程与食品科学、交通与车辆工程、机械

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与电子工

程、资源与环境工程等学院的相关重点学

科技术骨干组成 50 多人的跨学科大团

队。而兰玉彬长期深耕精准农业航空、航

空施药技术和航空遥感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研究，也是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技术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早在 2018年，江苏省兴化市就启动我

国首个无人农场建设，而禾丰生态无人农

场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跟生态农业、绿色

循环农业有机结合。

在麦田两边，金叶接骨木、矢车菊、蛇

床草等植物已经成长起来，它们可以涵养

天敌，“以虫治虫”。同时，农场还用杀虫

灯、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等绿色防控手段来

减少农药施用，采用水肥一体化喷施系统

实现减肥节水，采用生态沃土技术来保护

土壤。同时，生态无人农场还建立了植物

生产、动物转换、微生物还原的种养循环

体系，实现能量和物质的多层次、立体、良

性循环利用。

“生态无人农场融合了生物防控、绿色

植保、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众多高新技术。”兰玉

彬认为，对乡村振兴来说，这是必要的一

步，而这个领域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动动手指，机器人接管麦收
——走进山东淄博生态无人农场

时值盛夏，在壁立千寻的怒江大峡谷里，在高原山野的牧

场上，在刚刚起步的民营企业，在4060公里边境线上广袤的甘

蔗园……云南红土高原上，活跃着一群“90后”科技特派员。

他们转化科技成果，开发优势特色产业，是“田间大夫”，

是牵线人，是新理念的传播者，更是农民和企业的知心人。

“在新选派的科技特派员中，尽管‘90后’的比例并不

很大，但他们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科技特派员岗位

的锻造，将为云南科技队伍培养新的中坚力量。”云南省

科技厅厅长王学勤说。

自科技特派员服务工作启动以来，云南省已累计认

定科技特派员 24989人，实现科技特派员对全省 8502个原

有的贫困村科技服务和创业带动全覆盖。2022 年，云南

省选派 24 个科技特派团服务“一县一业”、2010 名科技特

派员服务“一村一品”，包括这些“90 后”的科技特派员队

伍正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力。

吕品：解答“种什么、怎么种”难题

捧当乡永拉嘎村，是怒江州贡山县“三山夹两江”中

的一个傈僳族村寨，以前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作物，旱

地坡地主要种植核桃、板栗等经济林果。

1991 年出生的吕品，受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

云南省农科院）委派，自 2021年 4月起，成为振兴永拉嘎村

“峡谷粮仓”的助力者。“这里平坦耕地少、坡地多，适合种

植经济价值高的多年生中药材作物，当地群众对中药材

种植也有兴趣。”吕品介绍。

药物化学专业医学硕士出身的吕品，利用专业知识

与云南省农科院中药材品种优势，深入捧当乡永拉嘎村，

耐心帮村民解决“种什么”“为什么种”“怎么种”等问题。

除了传统作物，近年来，大伙儿也种起了草果、滇黄精、白

及等中药材。虽是“尝鲜”，但有科技特派员“撑腰”，农户

在种植的各个环节遇到的困难问题，都能得到吕品专业

的、针对性的示范指导。

在主营蔬菜、水果种植的贡山县永佳农业开发公司，

合作农户丰向英家 1 亩多的西兰花菜地近年来备受根腐

病困扰。吕品取样回“娘家”——云南省农科院进行检

验，在此基础上给出轮作的建议。这还不算，他还联系云

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马铃薯专家，把自主培育

的“云薯 108”“云薯 902”等新品种带进贡山县，这下，丰向

英和邻居们轮作有了新作物。

前不久，正是 50多亩马铃薯成熟的时节。“我

也没想到，新品种马铃薯个头大，亩产 3 吨多！

芽眼少，味道香，不出怒江就能销完！”看着地头

翻滚出的成堆马铃薯，企业负责人叶春忙不迭地

表示感谢，科技特派员送来了新技术、新品种和

新理念，让企业和农户实现增收。

“贡山交通欠发达，产品推广也还不足，未来

我将重点带领村民用直播电商等形式，把山里的

好东西推广出去；此外，我还要教他们更好地加

工、储存中药材，最大程度提高药材品质。”吕品

说，让云南省农科院的科技成果惠及于民，就是

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

王艳丹：新观念带来新发展

“一方面是自制的青储玉米等粗制饲料质量不够好，

干物质和淀粉含量低、有害物质含量偏高；一方面靠大量

外运和进口饲料，成本居高不下，这是我们云南乳企发展

的痛点。”在大理州鹤庆县金墩乡，鹤庆县现代农业庄园

有限公司生产场长杜子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企业格外

需要科技助力，突破发展瓶颈。

鹤庆是滇西北畜牧大县。近年来，当地把乳业确定

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重点培植，累计建成国家级示范

牧场 1 个、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1 个，全县奶牛存

栏达 13180头。

1990年 8月出生的王艳丹，来自云南省农科院热区生

态农业研究所。2021年，她成为云南省科技特派员，服务单

位正是鹤庆县现代农业庄园有限公司。本科和硕士研究生

期间分别在动物科学专业、生态学专业学习的王艳丹，对畜

牧业并不陌生，但来到主要种植、加工、销售牧草、谷物、水

果、蔬菜等的企业，起初她还是多少有点“懵圈”。

“为尽快熟悉服务对象情况，首先得深入生产点位调查

研究。”王艳丹说，调研中，她发现企业存在青贮玉米原料供

应不足、粪污资源化利用不充分等问题。背靠云南省农科

院，王艳丹联系并带领专家团队，多次到企业调查产业发展

现状和科技需求。对情况了然于胸后，她还查阅文献、请教

专家，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建议方案。

王艳丹在饲料入口关，推广“宾州筛”，把好饲料质量

关，鲜奶产量、质量就有了保障；此外，她给出了夏季奶牛

饲养管理技术、奶牛疫病防控指导服务、青贮玉米制作方

式、奶牛场集中挤奶等一揽子技术指导方案；随后，还有

针对性地指导实施奶牛养殖和奶品质量控制技术，组织

技术培训。目前这个庄园牧场日产鲜奶已达到 80吨。

在企业负责人支持下，王艳丹还大胆推广种养结合、

农牧循环理念，把牧场收集的牛粪，发酵还田，种植紫花

苜蓿、青玉米、燕麦草，改善了饲草结构，降低了成本，增

加了土壤碳汇。

“两年多来，科技特派员对企业的贡献是显著的，给

我们引进了新技术、新种植方法，成效明显。”杜子居说，

目前，企业正以农文旅结合的生态智慧有机牧场为目标，

着力打造农文旅结合的集约化、标准化、智能化绿色有机

示范牧场，项目满产运营后，奶牛存栏数可达 16000头，将

为本土乳品加工厂提供更多优质原料奶。

郭超凡：八角之乡遇“知音”

八角是木兰科八角属的常绿乔木，果实与种子可作

调料，也可作香水、牙膏、香皂、化妆品、防虫剂等的原料，

还可入药。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是我国重要的八角产

区，八角种植面积超过 70 万亩，年产鲜果 16 万吨，产值 14

亿元，有 79.2%的农村人口因八角受益。

“富宁八角的茴油等风味物质，以及黄酮类成分、莽

草酸含量都优于其他产区，但因缺乏深入研究，人们讲不

清其优势所在。富宁八角长期面临‘价不如人’的尴尬境

况。”云南众木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庆波说。

此外，富宁坐拥“中国八角之乡”、富宁八角“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原产地证明商标”等金字招牌，但金字

招牌并未真正发亮，需要科技助力来破局。

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郭超凡，

出生于 1990 年 11 月，2022 年成为云南省科技特派员，

2023 入选“兴滇英才”计划，服务云南省多家食品企业。

他在富宁的服务对象，正是年加工 10 万吨八角的龙

头企业——云南众木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我曾长期服务

东部企业，来到云南后，想把相关专业知识和服务经验与

当地的食品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做到提质增效，让成本、

效益和绿色加工三者相平衡，在技术引进、生产设计、工

艺改进和产品创制等方面服务献策。”郭超凡说。

助力产业提质增效，郭超凡抓住了“牛鼻子”，很快为

富宁八角建立了品质评价体系，回答了富宁八角“哪里

好、为什么好”等问题。经过实验室严格检测，郭超凡与

合作者发现富宁八角的茴油、莽草酸含量均值都超过

10%，与国内外产品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

随后，郭超凡又为企业构建了八角干燥加工规程，绘

制了富宁八角的综合利用图谱。“长期以来，富宁八角都

靠自然风干，产品质量不均、卖相不好。有了专业的烘干

流程和无添加的品控体系，产品品质、价格都得以大幅提

高。”黄庆波说，目前，采摘高峰期企业日处理鲜果量可达

500吨。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指导，扭转了整个富宁八角的

产业格局。

针对云南地区食品工业发展的实际，郭超凡还探索出

“微型工厂”的发展路径，以单体核心设备为基础设计模块

化生产方案，减少中小型市场主体在生产线上的投入，实现

设备在生产线上灵活多样和“共享”使用；将食品先进制造

技术，如 3D打印技术和智能化自动烹饪技术，推广到昆明

城郊的多家“网红村”，为云南振兴乡村旅游注入科技魅力。

彩云之南彩云之南，，有群有群““9090后后””科特派助农忙科特派助农忙

▶▶▶

▶▶▶ 科技特派员王艳丹科技特派员王艳丹（（右右））查看饲草情况查看饲草情况。。

科技特派员郭超凡科技特派员郭超凡（（右右））在检测富宁八角风味物质含量在检测富宁八角风味物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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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甘肃省陇中大地翠绿似锦，万物葱茏，山楂树悄然结

出青果，光伏板下高原夏菜生机盎然，苦荞茶溢出幸福味道，金银花

和苹果扎根在黄土地上……科技赋能，产业振兴，正悄然改变着通渭

大地的面貌。

日前，在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常家河德源祥农牧林专业合作社

木耳种植基地，科技特派员刘志毅正在观察木耳长势。

“玉木耳对光照、湿度、温差的要求比较‘苛刻’，在这些方面，常

家河镇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刘志毅说，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首先

要做的就是解决玉木耳栽植技术的规范问题，让原来粗放式的生产

转变为标准化生产，提高科技创新的实践应用，让产品质量不断提

升，推动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向好。

近年来，通渭县积极发挥科技人才的引领驱动作用，坚持将人才

和科技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在健全优化

制度环境、培育壮大人才队伍、搭建平台载体等方面用力用劲，持续

推进科技人才赋能乡村振兴。

2021 年 3 月，李云飞被选派到通渭县孟河为民实业有限公司担

任科技特派员。

今年，通渭县榜罗镇四新村为进一步利用好光伏板下的土地资

源，携手平襄镇孟河村注册成立甘肃省能援兴陇光伏农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共同发展光伏板下高原夏菜种植产业，提升两村的集体经济收

入。李云飞作为科技特派员，负责跟进建设榜罗镇农光互补产业融合

示范园项目，重点开展光伏板下有机、绿色、无公害高原夏菜种植。

“在光伏板下种菜，这是一个新的尝试，经过去年一年的实验，今

年我们完全有把握把菜种好，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同时为四新村

和孟河村集体经济注入‘源头活水’。”李云飞说，种菜就要种好，这也

是他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的职责和使命。

眼下，夏日骄阳照在光伏板上，宛若一片蔚蓝色的海，而在光伏

板下，鲜嫩翠绿的高原夏菜长势喜人，当地村民正在开展喷施化肥和

杀虫剂作业。“在国家能源局的帮助下，经过近两年的积极探索，我们

逐步走出了一条将光伏电站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形成‘光伏+’

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四新村党支部书记孔彦生说。

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必须在科技创新上下足功夫，突破性地解决

一系列产业发展技术难题，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发展快速转化，

实现产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这是科技特派员的职责所在。

对科技特派员益见智来说，科技创新就是要开发多种产品，满足

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让产业行稳致远，得到长足发展。

2012年 9月，益见智与苦荞茶结缘，从一开始面临苦荞茶产品单

一、销路不畅、市场萎靡等问题，到如今金银花苦荞茶、陈皮苦荞茶、

桂花苦荞茶、金菊苦荞茶等产品陆续上市，十多年的光阴里，益见智

从青年步入中年，他的“窨香工艺”的突破，不仅丰富了通渭县苦荞茶

的产品线，同时也延长了苦荞茶行业产业链条，从而惠及更多苦荞麦

原粮种植户。

“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进入苦荞茶行业，让我的青春年华里多了

一些苦荞味儿。”益见智笑着说，寻找新方向、研发新配方、开发新产品

是他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可以说，每一粒苦荞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实践应用，以科技力量助力农业生产、农民

增收是科技特派员的职责。

2022 年，鸡川镇金城村鑫旺林果专业合作社科技特派员沈前伟

研发的“一种手持式苹果采摘装置”和“一种苹果树育苗扦插器”获得

专利认定，并被迅速应用到当地苹果产业中，解决了广大果农遇到的

现实难题。

“今年，通渭县共选派 364名科技特派员和 57名‘三区’科技人才

深入农业生产和企业管理一线。他们利用专业科技知识，积极投身

科技成果研发和产品开发，解决了一批农业生产瓶颈和企业发展难

题，为全县乡村振兴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科技人才保障。”通渭县科技

局局长何伟说。

科技力量赋能产业发展，科技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在通渭县，像

刘志毅、李云飞、益见智、沈前伟这样的科技特派员，扎根在田间地头

的产业基地里，坚守在企业产品研发的科技前沿阵地，活跃在特色产

业技术攻关领域，以自己的敬业精神、专业特长和赤子之心，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甘肃通渭：

科技赋能，产业兴农

科技日报讯（记者杨仑）记者7月10日从吉林省科学技术厅了解

到，为持续开展好“三区”（“三区”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

命老区的简称）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根据吉林省大安、镇

赉、通榆、靖宇、汪清、和龙、龙井、安图 8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实际需求，

吉林省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农业大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延边

大学等18家高校院所、科研单位中选派了124名科技特派员为吉林省

“三区”县（市）开展科技培训、科技成果推介、远程指导等科技服务。

近5年来，吉林省累计投入资金1080万元，选派636名相关专业科

技特派员，服务541个乡镇、1121个村庄，带动16619户农户，引进1031

个新品种，推广581项新技术，为受援地引进125个项目，举办856期培

训班，培训农民45000余人（次），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持。

吉林选派124名科特派

服务“三区”县（市）

科技特派员李云飞组织社员喷洒农药科技特派员李云飞组织社员喷洒农药、、追肥追肥。。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科技特派员吕品（右）在农户地
里查看中药材滇黄精长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