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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剛是山
東省德州市

齊河縣的種糧大
戶，他流轉了600畝
地種植小麥和玉米，同
時託管經營周邊耕地三萬
多畝。他的農場是國家重
點研發計劃「糧食豐產增效
科技創新」山東省項目（以下
簡稱「糧豐」山東項目）的示範
區之一。

博士幫種麥 立體化監測
劉開昌牽頭的專家團隊利用互聯網、智

慧農業和無人機等科技手段，正對該農場
進行小麥春季生產指導。在疫情期間，通過
苗情監測和氣候因素的精準預測，農場在病蟲
害管理和施肥等方面採取了有針對性的技術措
施，實現了精準管理。李朝剛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採訪時說：「十幾位博士在幫我們種麥子，
所有的農技問題都不是問題，科學管理、機械
化作業也是增收的保障。」
春節期間，李朝剛接到了山東農業大學陳國

慶教授的電話。陳教授告訴李朝剛，通過遙感
衛星發現他的一塊地裡小麥長勢與周圍差距很
大，建議他去實地查看一下。李朝剛到現場發
現由於地塊乾旱，苗勢較弱。李朝剛根據專家
建議，制定灌溉、施肥計劃，避免了損失。
陳國慶教授團隊利用高分衛星遙感監測，通

過專有模型將遙感監測數據轉換成小麥長勢數
據，實現了農田信息採集和分析的覆蓋。
陳國慶教授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該項目已

經形成地上便攜式設備監測、空中無人機監測
和太空衛星監測的立體監測體系。由於疫情期
間農民無法出門，無人機作業也相對受限，高
分遙感衛星的使用頻率比平時多了兩成。

線上問專家 服務多免費
在李朝剛的農場裡，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一

個田間氣象站。氣象站配有測量風速、氣溫、
降雨量、光照等設備，實時收集麥田的氣象信
息。氣象站還有一個太陽能板，基本上實現了
用電的自給自足。
氣象站收集來的信息匯總到專家團隊手裡，

通過科學分析，成為指導農業生產的信息反饋
到李朝剛手上。
天氣轉暖，李朝剛大大小小400多套農機開

始忙碌了起來。李朝剛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
了一款掌上農場小程序，從小程序上可以清楚
看到安裝上智能設備的農機的具體位置和工作
情況，農場裡的氣象信息及分析數據也可以在
小程序上直接查看。
這個小程序是由陳國慶教授團隊開發的，將

氣象信息、監測信息和科研成果融合到一起。
農戶只要在手機上掃碼登錄，劃出農田所在的
位置，就可以享受監測服務、衛星遙感服務、
農機監管以及農產品溯源等全方位服務。
據陳國慶教授介紹，目前絕大多數服務都是

免費的，包括遙感衛星方面
也是團隊和相關單位簽署合
作協議，付費獲取信息，然
後分析數據向農民免費發
佈。
掌上農場還設置了專家線

上服務模式，拉近了農戶和
專家的距離。據陳國慶教授
測算，山東麥區今年積溫偏
高。掌上農場上傳專家講
座，提示農戶採取措施延緩
長勢，防止倒春寒受損。

高偉軍是濟南市章丘區孫劉李村的瓜農，當香港文
匯報記者來到他的瓜棚時，棚裡十餘人正熱火朝天地種
哈密瓜。
高偉軍表示，這是他最後一棚瓜，也是最晚的一批，今

年最早的一批是正月初六種的。棚子裡幹活的人都是他的親
朋好友，疫情期間大家互相幫助，把瓜苗種到地裡才安心。
「我總共有五個棚，13畝地，都是他們幫我幹的。」高偉軍

笑道，「他們家的瓜也是我幫忙種的，最近新聞裡經常出現的
詞，『守望相助』麼。」
據高偉軍介紹，孫劉李村早在正月初四就封村了。根據時
令，第一批瓜要趕在初六種植。瓜農沒法出去買苗買肥料，非
常着急。於是大家就組織起來找到防疫部門，派一位代表到
外面購買瓜苗物資，然後統一拉回來，減少與外界接觸。
往年每到種瓜季，瓜農們都要到鄰村臨鎮僱人來幫忙栽
種。今年封村封路，只好自己幹。高偉軍和大家商定，
集中力量相互幫助，分批種植。
眼下，高偉軍最後一批瓜也將種完。接下來要投
入到日常管理中，他希望疫情早日過去，今年農
業能有個好年景，苦盡甘來，把最好最甜的瓜
送到大家的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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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新冠肺炎
疫情最為嚴重的正月

是農閒時間。但是對育
苗育種企業來說，春節前後

正是一年中最忙的時候。最忙
季遇到最嚴管控期，山東偉麗種
苗有限公司（下簡稱偉麗種苗）面
臨用工荒。

正月十五僅二人復工
位於濟南市章丘區的偉麗種苗是內地最

大的嫁接苗生產企業之一，年生產種苗一億
株，供苗範圍覆蓋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
區，帶動農民增收數十億元。
據偉麗種苗總經理助理王豐建介紹，公司擁

有員工200多人，在疫情管控最嚴的正月十五
前後，到公司上班的員工只有兩個。
育苗像養孩子，需要時刻控制光照、溫度、

濕度。管理層不得不親自上陣，晚上還得加
班，以維持育苗車間基本運轉。
「隨着人口老齡化和城鎮化加快，農業生產

每個環節都在往減少人工、提高效率方面轉
變，這次疫情放大了勞動力緊缺的情況。」王

豐建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我們公司近年來
做了很多工作，積累了一批高科技成果。否
則，這關真的很難過。」

智能癒合室遙控嫁接
作為內地種苗行業的龍頭企業，偉麗種苗的

「黑科技」——智能癒合室，成為挺過用工荒
的制勝法寶。
嫁接苗癒合室是種苗嫁接後癒合存活的過渡

溫室車間。偉麗種苗的智能癒合室採用聚氨酯板
建成，通過10HP冷凍機組、超聲波加濕器、
LED補光燈等，智能調節室內溫度、濕度、光
照等環境參數，滿足癒合要求。
王豐建介紹，疫情最吃勁的時候，智能癒合室

完成了陝西省一家番茄企業50萬株的育苗訂單。
「這家企業的番茄品種由西班牙引進，單株
幼苗價值在20元左右，如果不能按時完成，後
果不堪設想。」王豐建說。
2月中旬，當地政府根據企業用工需求，協
調解決通行證問題，偉麗種苗開始有序復工。
隨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復工人員達到
160人，基本滿足了用工需求。經過二十多天
的突擊，之前積攢下來的訂單也都正常完成，
保證周邊農戶有苗可用。
目前，偉麗種苗正在加緊生產寧夏百萬畝壓

砂瓜育苗訂單，總供應量600多萬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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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骨朵越來越多了，這段時間一定要注意嚴格
控制好棚內的溫度和濕度……」吃過早飯的王欣光
又一頭扎進了櫻桃大棚裡，小心翼翼地拉過一條長
滿花骨朵的櫻桃枝，打開手機微信，通過視頻向遠
在濰坊的技術員展示櫻桃樹的長勢。
這幾日，50多歲的王欣光對手機上了癮，一有時
間他就鑽進合作社的櫻桃大棚裡，通過微信視頻向
技術員學習大櫻桃管理技術。
王欣光是煙台棲霞市翠屏街道南富源村的黨支部

書記。從大年初一開始，他就在村頭卡點值守、到
大棚幹活，防疫和農活一點沒耽誤。
2019年，該村成立合作社，投資55萬
元建起了一個佔地4畝的櫻桃溫室
大棚，栽上了148棵五年生的
美早大櫻桃。眼看着今年
就能見效益，疫情突
如其來，濰坊的技
術員被隔在家

中，不能如約上門指導。第一次種植大棚櫻桃，所
有人都沒有經驗，沒有了技術員的幫助，這可怎麼
辦？
平時不怎麼玩手機的他不得不研究起了微信，一

點一點學會了視頻聊天，一碰到解決不了的難題，
他就通過微信跟技術員視頻，接受遠程「教學」。
就這樣，視頻「問診」順利解決了技術難題，眼
看着大櫻桃長勢越來越好了，王欣光喜上眉梢。

新手種櫻桃 視頻解疑難

◀陳國慶教授到麥田採集光譜數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

■農戶使用智能農機噴灑農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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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裡的田間氣象站配有測量風速、氣溫、降雨
量、光照等設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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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農場免費提供農作物長勢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

◀王欣光通過視頻向技術員學習大
櫻桃管理技術。 受訪者供圖

■■偉麗種苗的黑偉麗種苗的黑
科 技 智 能 癒 合科 技 智 能 癒 合
室室。。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臥龍記者胡臥龍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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