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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高温农作物也会“中暑”专家揭秘水稻如何避暑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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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成都市大邑县涌泉村，农业种植户钟艳萍拿起手机一顿操作，不一会儿，她流转的2230亩土地上，农作物的
生长情况、土壤墒情、空气湿度、温度、风向等信息均尽收眼底。

钟艳萍对农业种植算不上精通，但她却从事着2230亩土地的农业种植，背后的“帮手”是一款专注种田、名叫“吉时雨”
的APP。“有了这个数字化工具，让我有了当农场主的底气。”

8月16日，《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成都片区的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根据《实施方案》，成都力争通过3年努力，打造
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核心区。其中特别提到管理数字化。更早的时候，今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就曾提到，要推进智
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

事实上，像钟艳萍这样用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农场主并非个例，在大邑县就有近500户。
“希望借助智慧农业的力量，带领农民增收致富。”大邑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国首批、成都唯一的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县，大邑县编制完成了数字乡村建设规划，建成了数字农业综合服务平台、150个数字农场和全省首个“无人农场”。目
前数字平台服务农作物面积14.5万亩，带动项目区农业产业节本增效15%以上、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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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川创业10年
组建团队用科技赋能农业种植

在大邑县安仁镇永兴村，建设面积
1.5万亩的智慧农业产业园是国家大田
数字农业试点项目的承载区，园区总投
资2.8亿元，辐射带动面积10万亩。

钟艳萍使用的种田APP，正是该产
业园区打造的“吉时雨”数字农业服务平
台。在园区的监控屏幕上可以看到，运
用北斗卫星技术，钟艳萍管理的部分农
田被精准定位，里面埋设有数字化感应
设备，可以建成“天空地”一体化大田农
情监测系统、农业生产精准管理决策系
统和农业高效生产公共服务系统，实现
大田生产过程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

“从农资购买、农田管理到粮食收购
全产业链服务，免去农业种植户种田过
程中的烦恼。一部手机在手，所有事情
全搞定。”四川润地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宗滨介绍道。

作为大邑县数字农业中心背后的技
术团队，四川润地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0年前。其负责人李宗滨是山东人，在
农业大省的成长记忆，让他对农作物有着
天然的亲切感。1995年参军入伍，2003
年来到四川，李宗滨便开始扎根在这片土
地上。2010年，从部队退役后，李宗滨转
业到阿坝州工作。彼时，李宗滨喜欢到四
川农村转悠，发现不少撂荒地，“太可惜
了”。李宗滨深知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随
后决定创业，来到成都流转土地，组建团
队用科技赋能农业种植。

“团队里有好几个博士，都是农学背
景，我们想在种植过程中去解决农民种
田的痛点和难点。”李宗滨说。

服务规模化种植户
他用数字化解决农业种植痛点

钟艳萍流转的2230亩土地覆盖当地
安仁、王泗和新场三个镇，涉及农户2000

户。有了种田APP帮忙，从作物栽种到
肥料播撒，成熟收割到销售，所有农业生
产所需的农机服务，都能用手机下单。

种田APP有多好用？钟艳萍告诉
记者，农田里的作物发生病虫害，种田
APP会自动发送预警信息，跟着导航就
可以精准定位到病虫害发生位置；如需
播撒化肥，手机下单后无人机服务就来
了，一架无人机一天播撒好几百亩地，
2000多亩地几天就搞定。

然而种田APP从研发成功到向市
场推广，并非一帆风顺。“起初，种植户都
觉得APP耗流量，用起来还麻烦。”对
此，李宗滨组建了一个运营团队，专门针
对种植户进行免费的培训和教学，“当他
们感受到这个工具既便捷又省钱之后，
就开始慢慢接受了。”

事实上，李宗滨带领团队研发的种
田APP目前在大邑县已实现全域覆盖，

“在新疆、湖南、湖北等地，我们也在做数
字功能的输出。”李宗滨告诉记者，目前
种田APP服务的农民有5万多人，服务
农田近100万亩。

让李宗滨特别骄傲的，是种田APP
的用户画像：使用者大多在五六十岁，基
本都是来自农村的规模化种植户。

数字化技术，实现了农业种植的降
本增收，让种植户在广袤的农田面前，有
了抵御时间和风险的能力。更重要的
是，种田APP还能解决“未来谁来种地”
等问题。李宗滨告诉记者，他也期待着，
通过数字化技术的赋能，让田园和沃土
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让农民过上更
加富裕、美好的生活。

大邑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提到
了一组数据，大邑县实施数字农业试点
项目以来，水稻每亩生产物资成本降低
35元，劳动力成本每亩降低40元，农药
化肥污染程度降低10%。

全省首个无人农场
300亩土地只需要两三人管理

在大邑县，除了种田APP，还有无人
农场正在拓展着数字化农业的可能性。

就在钟艳萍料理农作物的同时，大
邑县安仁镇新华社区，数字化无人农场

正在进行着无人化农业生产。
打开APP，勾选机器，勾选编号地

块，点击“打火”，无人驾驶的拖拉机便立
即从机库开出，缓缓驶向农田。直行、拐
弯、掉头，拖拉机准确地执行着指令。

新华社区党委书记张良刚向记者演
示了无人农场如何进行无人化农业生
产，“人们只需在田边等着，点击手机或
者向电脑屏幕发出指令。”就在今年5
月，无人驾驶收获机按照规划好的路径
开进了无人农场的麦田，并实现了自主
收割小麦，让人直呼大开眼界。

这个无人农场，也是四川省首个无
人农场。即在人工不进入农场的情况
下，通过对农场设施、装备、机械等远程
控制，或通过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的自主
决策、自主作业，完成所有农场生产、管
理任务的一种全天候、全过程、全空间的
无人化生产作业模式。

据张良刚介绍，在这里，300亩的示
范区，只需要2至3名管理人员在电脑或
者手机平台进行智能控制，偶尔进行田
间视察、设备维护和能源补给工作。以
小麦播种为例，机器播种让行距更均匀，
通风透气采光好，有利于作物生长，可提
高作物产量2%至3%，减少肥料和农药
用量 5%至 10%，降低生产成本 5%至
10%。由于接行准确，可提高土地利用
率0.5%至1%，由于可以24小时不间断
作业，不仅提高了农机利用率，节本增收
效益也显著。

数字化为农业插上了翅膀，数字技
术也正成为农民手中的“金锄头”。大邑
县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大邑县编制完
成了数字乡村建设规划，“大邑县将用好
数字农业服务平台，建成200个智慧农
场，积极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下
一步，大邑县还将大力发展农资数字化、
农业作业数字化、农业金融数字化、农业
营销数字化等，努力建成四川数字化农
业“标杆”。

大邑县智慧农业产业园鸟瞰图。

新农具带来种田新体验

退役军人在成都创业10年
用数字化技术助农降本增收

8 月 16 日，在成都市温江区的一
片试验田，成都市农林科学院作物研
究所副所长徐敬洪走在泥泞的田埂
上，察看田地里各个试验品种水稻生
长情况。

近期，成都市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
红色预警信号，部分地区气温达到了
37℃以上。田地里的水稻一晒就是一
天，持续的高温可能会导致产量减少，

“避暑降温”十分重要。
水稻也会“中暑”吗？对此，徐敬洪

告诉记者，水稻喜高温、多湿，不同的品

种对温度适应力不一样，适当的高温天
气一定程度上会加快其生长，但持续的
高温天气会造成一定副作用。

“这个就是受高温影响的水稻。”
徐敬洪在稻田里拿起一束稻穗说，正
常的稻谷饱满，受了高温影响的稻谷
就会瘪壳。“35℃以上才可以称之为高
温危害，温度越高水稻受到危害越大，
持续的高温天气可以加速水稻成熟，
但这样的水稻品质、口感都会有所下
降。”他说。

“如果水稻处于抽穗扬花阶段，受高

温影响就特别明显。”他拿起一束稻谷，
拨开穗子，指着花药介绍，“如果气温过
高，花粉和柱头活力下降，从而导致产量
降低，严重的可能会绝收。”

那么，水稻该如何避暑降温？“选择
合适的播种时间来避开高温天气。”徐敬
洪说，一个区域常年气温是具有稳定性
的，局部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料的极端天
气如高温、暴雨及大风等，农民一般根据
农事季节进行播种，水稻是喜温作物，播
种需要气温达到12℃以上。

他介绍，若水稻在抽穗扬花时遇到

高温天气，可以采用灌深水的办法来降
低土壤的温度，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他表示，如果一个地区经常出现持
续高温，那么水稻种植就该从如何“避
暑”转变成如何“耐暑”了。选择耐热性
强水稻品种的同时，可以通过灌深水、多
施钾肥等栽培措施来减轻高温危害。“我
们科研的方向就是针对生产上所面临的
高温、低温、倒伏及病害等情况，尽力去
解决这些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实习生 赖勇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