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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种地APP帮农户拿主意

眼下，农业生产开启春忙季。与
以往的繁忙不同的是，在很多地方，
春耕中农民只需使用手机，就能完成
繁重的农活。

在青县宏青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张媛媛一早就带着工人们
走进蔬菜大棚，开始采收羊肚菌。

作为“90后”新农人，张媛媛
一边忙着指导工人，一边随着时间变
化，不时拿起手机遥控调节大棚内的
温度。

“我们这是智能种植大棚，每个
大棚都是一个独立的数字化智能管理
系统，内部分布着各种温度、湿度感
应器，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无线网络实
时上传到管理中心，大家可以通过手
机 APP 随时掌握棚内环境变化情
况。如温度升高时，可通过手机打开

大棚顶端的自动化窗帘通风降温；湿
度低时，可启动密布的数百个喷头喷
水浇灌，管理起来很方便。”张媛媛
介绍。

在宏青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不
远处的广旺农庄智能温室内，埋在
土里的探测器将土壤的深度、湿度
等数据，实时传回农场的中央控制
系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这些数
据，适时进行作物播种和田间管
理。

“你看，这里的土壤深度是40厘
米。”项目负责人朱志明拿起手机，
打开“大田智慧农业”APP，点击对
应的土地编号，屏幕上立刻显示出这
块土地的各项参数，“APP能帮我们
种地拿主意，哪块土地适合种什么、
什么时间种，都一目了然。”

除了种地，手机直播也成为当今
的新农事。

广旺农庄智能温室内，直播正
热火朝天地进行：“小伙伴们，温室
内的各种蔬菜开始对外销售了，喜
欢生菜的朋友可以带着家人们来采
摘了……”

朱志明表示，温室里种植了几十
种生菜，之前主要供应周边餐饮企
业，后来他们开始尝试直播销售，效
果不错。如今，直播已经成为他们的
日常“农活”之一。

养殖规模从养殖规模从22万只万只扩大到扩大到1212万只万只，，

鸡蛋直销药企供不鸡蛋直销药企供不应求应求————

““不能吃不能吃””的的““龙泰鸡蛋龙泰鸡蛋””
为啥这么火为啥这么火
本报记者 吴 梦 本报通讯员 董凤云

科技赋能，让春耕事半功倍。北斗定位拖拉机、自走式喷灌机、数字管理平台等，在沧州各地纷

纷“上岗”，一幅幅“科技春耕图”在广袤的田野上铺展开来。提高效率不误农时，规模化作业让成本

更低，繁忙的春耕更有“科技范儿”。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发展发展““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才是关键人才是关键

发展“人工智能+”，人才是关键。
一方面要善聚人才谋发展，特别是支持
年轻人和初创企业去闯，营造更好的创
新生态、开放包容的环境。另一方面，
要让 AI 技能成为大家必备能力，积极
拥抱人工智能浪潮。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周云杰

随着 DeepSeek 震撼全球，很多人
担心人工智能会抢走我们的饭碗。善于
使用工具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越是
强大的工具，越需要强大的驾驭能力。
要驯服烈马，就需要高超的骑手。只有
保持不断学习，持续提升自我，我们才
能抓住技术革命的先机。

——杭州技师学院副院长 杨金龙

职业教育要跟产业完全融合在一
起，人工智能是工具而非竞争对手。AI
时代，技能人才要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
性，才能成为智能工具的骑手。

——复旦大学教授 丁光宏

在 AI 领域，人们常常关注研究算
法的高端人才，但在 AI 产业链中，基
础性的工作如数据清洗、数据标注等，
同样需要大量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人
才。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
员 赵晓光

AI正渗透到千行百业。随着经济转
型升级加速，在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
领域的设计研发、机械加工等方面都需
要大量高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
高学历”的复合型人才。

——中车株洲机车董事长 李东林

当 全 球 制 造 业 经 历 “ 智 能 核 聚
变”，超 2 亿中国技能劳动者正站在变
革潮头。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跃升，
既需要科学家突破“从 0 到 1”的原始
创新，也离不开技能人才实现“从1到
100”的产业化落地。

——科大讯飞董事长 刘庆峰

企业实际的运营状态中多个环节都
存在数据流的断点，直接阻碍制造业数
字化应用，需要工程师开发各种工艺软
件和流程软件，AI技术为改变这一现状
找到了新路。

——阿里研究院副院长 安筱鹏

北斗终端助农机实现“无人驾驶”
春回日暖，田耕正忙。连日来，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沧州各县（市）
的农田里进行春耕春灌的农民逐渐忙
碌起来。

走进孟村回族自治县千亩盐碱地
试验田，种植户耿立宫正在“指挥”
着智能谷物免耕播种机精准作业，为
春耕注入科技动能。

“相较于传统多机联合作业模
式，新型播种机通过北斗导航系统，
运用精量播种、干播湿出、种肥分离
等核心技术，在减少入地次数30%的
同时，作业效率实现成倍提升。千亩
试验田的春播任务，如今仅需2天即
可完成。”耿立宫边说边给播种机装
填化肥和种子。

“我觉得盐碱地大有可为。6年
时间，我们通过良种培育、引进智能
农机、推广科学管护和智慧农业技
术，让盐碱地不断增产增收。”耿立
宫高兴地说。

作为新农人，沧县宸福家庭农场的

主人张宸也忙碌
着，她的重要帮手
就是农场广泛使用
的各种智能化农机。

张宸登上一台
拖拉机，“这是我
们加装北斗终端改
造成的智能拖拉
机，通过北斗导航
技术，可以在无人
驾驶的情况下，按
照预设坐标精准完
成麦田镇压、追
肥、喷灌等多项田
间作业。”

“目前，农场拥有各种智能农机
具30多台（套），生产中农机操作基
本实现了无人化，在提高生产效率的
同时，大大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提
高了农场的盈利能力。”张宸开始调
试智能农机。

在东光县一处冬小麦品种推广示

范田里，北斗定位滴灌带铺设机和播
种机正在作业。如今，越来越多的智
能农机被应用到田间地头，让繁重的
农活变得轻松简单。据了解，仅东光
县就有北斗技术加持的无人机等智能
农机具 300余台（套），单次作业面
积可达18万亩以上。

智慧平台让春忙变春“闲”

智慧平台、无人机飞防、浅埋
滴灌……眼下正是小麦返青春管关
键时期，在东光县沧州澳牧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管理的地块上，多款现
代化农业智能设备正在田间忙碌。
公司以农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农田春
耕春管，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
基础。

澳牧公司副总经理王希彬穿行田
间察看滴灌设备运行情况。“这是我
们安装的浅埋滴灌设备，面积 5000
余亩，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操作系统。
投用后，可实现小麦种植从大水漫灌
到精量滴灌的转变，比常规种植方式

节水节肥 50%，平均每亩节本增效
270元。”

“2022年，我们开始推进浅埋滴
灌技术。之前人工浇地，每亩地需要
好几个人，浇完 5000 亩地要 30 多
天，现在 10天就浇完了。我们还在
每个地块里埋入传感器，以方便及时
获取这些地块的各种数据，如土壤温
度、含水量等。等土壤中的水分达到
一定指标时，系统会自动调节加入配
好的肥料，实现水肥一体灌溉。这项
技术省水、省肥、省人工，全年大约
节省费用一半以上。”王希彬边说边
在土中刨出一个传感器向记者展示。

此外，在澳牧公司开发的农业智
能数字化管理平台上，2万亩农田的
土壤墒情、温度、虫情等情况一目了
然，工作人员可根据传感器数据对作
物长势进行分析。

“我们管理着 2万多亩土地，这
可是个让人头疼的活儿。现在，通过
数字技术，将相关数据传输到智能数
字化管理平台，实时监测田间的墒
情、虫情以及庄稼长势情况。通过大
屏上的数据，还可以了解风向、温
度，并及时进行农药喷洒，达到防
虫、防病的最佳效果。”王希彬介绍
说。

盐山县龙泰养殖场经理
周少东，利用大数据挖掘市
场新机遇，通过蛋鸡智能化
养殖，实现降本增效，产品
成功打入生物医药产业链，
企业快速出圈。如今，他又
开始带领企业转型，利用大
数据开发功能性鸡蛋产品。

智能鸡舍养殖效率
提高10倍

哗啦啦……在龙泰养殖
场一栋鸡舍内，自动送料线
快速将食槽填满。循着声
音，数千只白色的蛋鸡跑出

“公寓”奔向食槽，开始快
乐地采食。

与此同时，鸡舍内的数
字智能养殖控制器也开始工
作，指挥鸡舍两侧的风扇通
风换气，将室内温度保持在
20℃左右，并同步调节二氧
化碳、氨氮等含量。

“蛋鸡舒适的生长环境
温度是17℃至23℃。通过鸡
舍内分布的多种监测设备，
蛋鸡智能养殖系统可以实时
掌握相关数据，鸡舍内温度
超出这一范围，控制终端就
会开启相关设备，调整湿
度、温度及二氧化碳浓度。
智能养殖系统还能控制自动
投料、供水等工作，这样就
打造出一个封闭的空间，阻
断外界环境干扰，给蛋鸡提
供舒适的生长环境。”周少
东一边察看蛋鸡采食情况，
一边介绍道。

周少东从 2020 年开始
创业养殖蛋鸡，希望通过提
升养殖效率和鸡蛋品质抢占
产业高端市场。

“2020年夏季，我们开
始试验智能养殖蛋鸡，第一
次养殖了2万只。经过两年
多探索，随着智能养殖模式
的逐渐成熟，2023 年时扩
大到6万只，目前厂区饲养
蛋鸡已超过12万只。”周少
东介绍说。

智能化养殖让养殖场获
益颇多。首先极大降低了人
工成本，传统养殖方式，一
名工人日常只能照料 2000
至3000只蛋鸡，现在1人就
能照料2万只，效率提高了
10倍，每栋鸡舍只需一名
工人维护设备即可。其次提
升了效益，好的养殖环境减
少了蛋鸡发病率，提高了生
产效率，每栋鸡舍一天能收
18000余枚蛋，比传统养殖
多收3000枚。

不能“吃”的鸡蛋论
个卖高价

提起鸡蛋人们首先想到
食用，但龙泰生产的鸡蛋却
另有用处。“我们主要生产
胚胎蛋。胚胎蛋是受精种
蛋，经过 10天孵化后，制
药企业把蛋中的尿囊液提取
出来，可用于生产畜禽用和
人用疫苗，实现鸡蛋由食用
向药用的转变。”周少东解
释说。

周少东随手拿起传送带
上的一枚鸡蛋，用手电筒照
了一圈。“你看，我们的鸡
蛋蛋壳雪白、干净，表面很

光滑，少有粪便和凹凸不平
的地方。蛋壳上有一点儿杂
质都不能作为胚胎蛋。”

一枚合格的胚胎蛋必须
同时具备 0 抗生素、 0 激
素、0药残等特性。养殖场
杜绝使用抗生素等生物激
素，全程采用绿色纯天然的
饲料喂养，每一枚胚胎蛋都
会经过严格筛选，只有检验
合格才会被送往制药企业。

“我们生产的胚胎蛋论
个卖，一枚蛋能卖 0.7元至
0.9元，价格相对固定，不受
传统养殖周期波动的影响。”
周少东举起一枚鸡蛋说道。

大数据“定制餐”提
升蛋鸡免疫力

一枚合格的胚胎蛋必须
具备0抗生素、0激素、0药
残等特性，那蛋鸡是如何喂
养的？

“我们的制胜秘诀就是
大数据。”周少东所说的秘
诀，是通过大数据比对，及
时发现蛋鸡在养殖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然后将不同中草
药按需添加到饲料、饮水
中，做到“治未病”。

“天冷了，将甘姜、甘
草等草药粉熬制成四逆汤，
按比例加入蛋鸡的饮用水
中，可以为鸡驱寒、止泻；
夏季气温高，就用藿香正气
水为鸡解暑；益母草、黄芪
能提高蛋鸡的产蛋率。”说
起中药喂养的好处，周少东
打开了话匣子。

蛋鸡通过吃“定制餐”
来提升免疫力，确保产出的
鸡蛋绿色健康。

“通过观察鸡冠、眼
睛、鼻子、腿、绒毛等，可
以了解蛋鸡的身体状况。比
如，健康的蛋鸡鸡冠温热，
呈粉色，如果发凉或发热就
是发烧；绒毛杂乱则是肠道
吸收不太好……”周少东根
据蛋鸡的身体状况，科学调
配中药饲料。

别看现在周少东通过大
数据养鸡风生水起，但在创
业初期也频受打击。他最初
严格按照系统数据养殖，鸡
苗本应3个月后产蛋，但由
于环境变化，延后一个月才
产蛋。

这让周少东感到不能一
味的生搬硬套，于是他开始
自建数据库，将积累的经验
与行业数据相融合，通过大
数据诊疗让蛋鸡在健康、快
乐中不断生长。

如今，周少东带领企业
开始转型，研发功能性鸡蛋
产品。

功能性鸡蛋，是指通过
调节饲料中的微量元素、维生
素等获得的更高营养价值的鸡
蛋，适宜特定人群食用，具有
调节人体机体的功效。

目前，龙泰养殖场的功
能性鸡蛋经过相关数据验
证，已形成成熟产品，正在
申请国家相关专利。

做企业不创新就出局做企业不创新就出局

北斗为拖拉机播种施肥导航北斗为拖拉机播种施肥导航，，数字数字平台监控土壤墒情虫情平台监控土壤墒情虫情，，手手

机机APPAPP控制控制大棚内温度湿度大棚内温度湿度————

沧州春沧州春沧州春耕耕耕
吹来吹来吹来“““智慧风智慧风智慧风”””

本报记者 吴 梦

微创新也是创新。微创新的好处是
产品改良迭代较快，所需成本较低，但
它同样可以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有利于
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安克创新董事长 阳 萌

听用户说话、死磕用户需求，才能
在消费电子市场，找到独属于自己的生
存法则，以及一种适合自己“自下而
上”的创新密码。

——小米集团董事长 雷 军

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输出，离不开
一群创造者。打造一群创造者的一大法
宝，便是以创造者为中心的分配哲学，
只有这样才能持续激发创新。

——海底捞董事长 张 勇

如果企业宁可花 50 元删掉差评，
而不是花 50 万元招聘一个优秀的研发
工程师，最后这家企业会慢慢输给在研
发创新上持续投入更多的公司，因为创
新代表未来。

——新松机器人总裁 张 进

做企业的人永远要有危机感，不创
新就出局。我们公司生产一双运动鞋，
从丝线、面料、鞋底，到设计、成型，
有100多道工序，每个环节都有广阔创
新空间，产品创新为企业打开了成长空
间。

——安踏集团副总裁 李 玲

传统产业并非夕阳行业，科技赋能
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
开广阔的市场，让企业焕发新生机。浔
兴拉链已伴随中国宇航员 8 次遨游天
际，一条拉链，涉及14个一级学科、44
个二级学科，材料、结构、设备、功能
等上百道工序，处处皆创新。

——浔兴集团董事长 施能建

自走式喷灌机为小麦浇水自走式喷灌机为小麦浇水。。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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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宸在调试安装了北斗终端设备的农机张宸在调试安装了北斗终端设备的农机。。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