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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成为乡村振兴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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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撰稿人 张海燕综合报道

入秋以来，西部各地厉兵秣马，备战秋
收。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西部田野中，
一架架无人机如飞将军自重霄入，成为保
障丰收的“神兵利器”。

四 川

这两天，在巴中市通江县广纳镇构花
坪村“优质粮油+青峪猪”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的稻田里，基地负责人郑跃翔在农技人
员的指导下，正利用植保无人机对水稻进
行病虫害防控。今年该园区水稻种植有
1000余亩，目前基地正结合通江县农业农
村局制定的病虫害防治信息，组织村民及
种植大户加强水稻中后期病虫害防治及田
间管理，保障水稻稳产增收，力争在去年的
基础上总产量增长20%。

“水稻田间管理，重点加强水稻纹枯
病、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等防控。”通江县农
技站高级农艺师贾晓斌介绍，抓好前期的
预防，减轻病虫害的发生，重点落实好监测
预警、施药防治、科学安全用药等，实现“虫
口夺粮”。截至目前，通江县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进行生产指导 10000 余人次，协
助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60余
万亩次，其中水稻10余万亩次，为全年粮
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8月1日，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
了《关于下达2024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项
目立项计划（第一批）的通知》，明确了《农
用无人飞机施药施肥作业技术规程》等 6
项归口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的地方标准通
过立项。

农用无人机是打开现代农业大门的
“金钥匙”，是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实现四川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抓手。《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指导
意见》中明确要求“提高农业航空作业精细
化、智能化水平。”通过地方标准的制定及
颁布，将规范全省农用无人机在农作物上
的安全飞行参数，规范农药喷施类型，规范
用药安全距离。保障农用无人机作业的科
学性、安全性、有效性，减少药害事件发生，
促进农用无人机的高质量应用。

贵 州

眼下，贵州大地上生长的水稻进入灌
浆期，正是管护的关键时节。

在黔西市金碧镇铧口寨社区，成片的
稻田郁郁葱葱。黔西市富胜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农机手打开遥控器，输入作业编
号，满载药液的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
田间匀速飞行……

“一架植保无人机一天作业面积可达
300亩左右，是人工效率的20倍以上，高效
快捷。”合作社负责人杜苏林告诉笔者，合
作社经过4年发展，拥有实用型装备148台
套。今年已开展社会化机耕服务面积
5000 余亩，机播 1.3 万余亩、机收 3000 余
亩，覆盖全市30个涉农乡镇。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钵体育秧生产
原料输送系统，原来一条生产线需要6个
人，现在只需1个人。通过这一系统，可以
大大减少在钵体育秧生产过程中的人力投
入，也减少了灰尘污染。”贵州山水农业机
械发展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志波向笔者
介绍。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份，92.5%为山地和丘陵，耕地零星破碎、地
块小而散的现状，限制了大中型农业机械
的使用。

为破解这一难题，贵州聚焦自主研发
与引进合作，加快推进农机研发制造。出
台《省农业农村厅支持贵州（贵阳）山地智
能农机产业发展指导意见》，省农业农村厅
和贵州大学等科研院校共同组建装备研发
及推广应用工作专班，围绕贵州山地农机
问题清单、需求清单、研发清单，开展重点
攻关。

山的那一边，铜仁市碧江区瓦屋乡司
前坝区，一片片绿油油的水稻长势喜人。

“如今的水稻耕、种、管、收各环节全程
实现机械化。拖拉机、植保无人机、大型收
割机等农机成了主角，农业更有吸引力。”
铜仁市科技特派员、碧江区农业农村局正
高级农艺师刘泉介绍。

夏日，在位于都匀市墨冲镇良亩村的
都匀市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播种机、
拖拉机、旋耕机、收割机等机具有序停放；
厂房内，农机手正搬运植保无人机，准备运

往田间开展作业。

重 庆

“开镰啦——”晒秋节现场传来一个略
显沧桑而喜庆的声音。

在草龙的簇拥下，一位乡贤手捧装满五
谷的升斗缓步进场，脸上写满庄严和凝重。

田野飘来开镰仪式诵辞：感恩上苍，赐
风调雨顺之福；感恩厚土，育万物滋荣之
德；感恩先祖，传农耕之法；感恩耕者，成丰
收之盛景……

立秋开镰，象征着农人开始收割成熟
的庄稼，寓意着开启丰收的欢庆景象。

乡亲们高高举起的镰刀，尤似父亲的
身影，终年忙碌而累弯了腰。父辈们腰虽
佝偻弯曲，却不失钢的坚韧，在收割稻谷的
时节，总会在季节的深处闪耀。

开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农事仪式，
是世世代代子孙对土地的敬畏，更是祖祖
辈辈渴望的目光，延展着对土地最深沉朴
素的情感。

杨哥也参与了晒秋节开幕式，与别人
舞龙时云翻乾坤、气势如虹不同，他躲在舞
台角落，操控着植保无人机。

杨哥是田中秧农业科技股份合作社的
负责人，在全国各地管护农田面积超过11
万亩。

立秋凉风至，禾黍盈满仓。农人们挥
舞镰刀的声音、杨哥合作社联合收割机转
动的声音、一簇簇稻谷迎风摇曳的声音，即
将弥漫乡村的上空。

与杨哥打招呼的“熟脸嘴儿”特别多，
蟠龙的、安胜的、仁贤的……

杨哥在这些镇街开展水稻社会化服务，
有三款产品上榜首届“重庆十大好吃大米”。

有大嫂问晒得黢黑的杨哥，如花似玉的
老婆还让落屋不？不善言辞的杨哥浅浅地
笑笑，被阳光包浆的脸仿佛飘过一丝红晕，
露出两排牙齿，如“好吃大米”一般洁白。

7月17日上午11时，重庆市巫山县曲
尺乡权发村，正在自家果园采摘脆李的陈
安翠接到北京叶女士的微信下单信息：“一
箱精品果，要现摘现发的。”

精挑细选一番后，陈安翠拨通快递电
话。13时25分，顺丰速运巫山快递员林礼
学赶到果园。麻利地接过一筐李子，挂在
无人机上，林礼学拿起对讲机：“货物已装
好，可以起飞。”

“收到，立即起飞！”对讲机那头传来回
应。指令刚落，随着一阵“嗡嗡”声，无人机
垂直升空，穿过果园，越过山峦，不到5分
钟，便抵达脆李预处理中心。

“以前，村民运送脆李全靠人背，爬坡
过坎 5 公里，要走两小时才能到揽收点。
有了无人机，节约时间还省力气。”顺丰巫
山脆李项目组负责人杨昌伟说，眼下正值
脆李上市季，像这样的无人机运输任务，每
天有60多次，预计运送脆李超5000斤。

不到24小时，跨越上千公里。一箱脆
李的三次“飞行”背后，是“干支末”跨省份
低空物流无缝衔接带来的寄递时效新飞
跃。空中“干支末”串起物流“长短途”，一
张更具活力的生鲜寄递网正在加速织就。

云 南

在昆明市嵩明县西山社区，两架植保
无人机在专业操作手的精确操控下腾空而
起，搭载着农药，在水稻田、玉米地等农田
上来回低空飞行，将农药均匀洒落在农作
物上，短短几分钟就完成了一亩地的喷洒。

7 月以来，嵩明县农业农村局充分利
用无人机技术的优势，在牛栏江镇河西村、
水海村及杨桥街道西山社区等地实施了大
规模的无人机专业化统防统治行动。防治
行动所选用的药剂均为低毒高效农药，既
保证了防治效果，又有效降低了农药残留，
保障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目前，嵩明县已完成水稻稻瘟病、稻水
象甲、稻飞虱、草地贪夜蛾、蚜虫等主要病
虫害的防治，面积达3020亩。

当下的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
治县芒信镇芒信村，正值牛油果生长期，漫
山的果树绿成一片森林，拳头大小的牛油
果挂满枝头。

这里是国内唯一的牛油果“盒马村”，
也是中国最偏远的“盒马村”。

连片的牛油果基地里，天上飞的是无
人机，地里埋的是智能滴灌设备，所有施
肥、护植等环节，通过一部手机就能轻松操
作。芒信村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
革。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全新的农业模

式正在悄然兴起，一个个创业项目为乡村
振兴注入活力。

虽已入秋，但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
德苴乡团山村仍骄阳似火。坡改梯田里，
农机、植保无人机来回作业，为一年的丰收
打下良好基础。“使用农业机械，一天种植
七八亩玉米，可以代替40多个人种植。”从
事农机作业服务多年的王武正熟练地驾驶
着农机在坡改梯田里作业。王武介绍，性
能优良的农机可以根据地形、地貌，精准调
节行距、株距，还可以调节播种量、播种深
度，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陕 西

8月14日，在汉阴县平梁镇兴隆佳苑
易地搬迁社区1500亩蚕桑产业园，秋蚕已
进入小蚕共育阶段，务工群众忙着采摘桑
叶喂蚕。

“我们社区的蚕桑产业园已养了 4 批
次670张蚕种，预估总产值在268万元，是
社区居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兴隆佳苑社区
党支部书记蔡青说。

兴隆佳苑社区蚕桑产业园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植保无人机助力，仅病虫害防治一
项，每年可节约成本11万元。

如今，植保无人机已成为农民田间作
业的好帮手。漩涡镇金星村在金硒之星茶
业专业合作社主导下，共发展 1500 亩茶
园。每年，茶园的病虫害防治、施肥等田间
管理作业需要大量人力。去年12月底，金
硒之星茶业专业合作社购买了一台大型植
保无人机。因为合作社没有具有操作资质
的技术人员，导致植保无人机无法有效发
挥作用。4 月初，经县农业农村局协调推
荐，金硒之星茶业专业合作社派遣社员黄
发军到西安市参加专业植保无人机操作培
训。经系统学习，黄发军取得了植保无人
机操作资质。

金硒之星茶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海
滨介绍，有了植保无人机和操作员，合作社
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在病虫害防治和施肥方
面的需要，还可以为本村和外村的产业主
体提供植保无人机服务。

湖北恩施

“起飞啰！大家注意和无人机保持安
全距离。”8月3日，巴东县东瀼口镇西陵村
村民张林正熟练地操作着无人机吊运夏
橙，大半天时间，2万多斤夏橙一筐筐从山
上“飞”到公路边，装运上车销往全国各地。

从 6 月中旬开始，张林就忙碌在各个
橘园，为有需求的村民提供无人机飞防和
柑橘吊运服务。“今年，已经开展飞防服务
20天，吊运柑橘60万斤，给老百姓节约成
本7万多元，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
题。”张林说。

2020年下半年，巴东县出台了柑橘示
范园建设以奖代补政策，张林乘着政策东
风，按照“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带领原绿竹筏村、孟家垭村136户农
户，利用零散山坡荒地，发展了1200 亩柑
橘种植基地。

柑橘种植基地山高坡陡，每年柑橘成
熟的季节，如何将大量柑橘从山上运至山
下的公路边，成为一道难题。去年上半年，
他又购买了2架大型无人机和25台担架式
喷雾机，组建了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队，极
大缓解了柑橘种植中的施药和运输上的用
工难题。

吉林延边

眼下，已进入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
笔者在延边乡村走访时发现，无人机正成
为农田喷药施肥的新主力。

“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李子村，家家种
植果树，但村里缺少年轻劳动力，所以，用
无人机喷药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也
是我们村的现实需要。”龙井市老头沟镇奋
斗村党支部书记刘先群告诉笔者，正常情
况下，果树一个生长周期要打四五次药，而
村民年龄又普遍偏大，如果雇人打药，一台
机器加上农机手每天需要500元，同时还
要配一个助手，成本很高、效率却不高，所
以越来越多的果农用无人机打药。为此，
村两委班子与无人机租赁企业商谈，将目
前打药费用从每公顷300元降到了250元，
降低了成本。同时在村民中调研摸排，研
究村集体购买无人机或者与药商合作，谋
划今后在村里普及无人机打药。

“用无人机一天能施肥 20 公顷，这是

以往七八个工人需要4至5天完成的工作
量。”近日，笔者在龙井市智新镇龙池专业
农场看到，一架无人机在稻田上面低空飞
过。农场负责人袁云光告诉笔者，无人机
在空中喷洒均匀，雾化效果好，不留死角，
作业时不受耕作模式及区域限制，安全高
效，操作容易，能很好地促进稻苗扎根返
青，起到提苗快、促根壮、病害少、防枯防衰
的作用。

延边州农业机械管理技术总站负责人
介绍，一架无人机一天全负荷作业面积在
50 公顷左右，不仅效率高，而且极大地改
善了作业环境、降低了作业强度、减轻了农
药对操作人员的危害，并大幅度减少了农
药使用量，降低了对环境的伤害。水田施
肥喷药已基本普及使用无人机，旱田使用
量也在迅速增长，无人机正逐渐成为农田
喷洒的“新主力”。

新 疆

近年来，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无人
驾驶拖拉机精准播种、无人机飞防的推广
和应用，沙湾市种植棉花从整地、播种、植
保到采收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精准化操作。

目前，新疆沙湾市农机总动力85.43万
千瓦，农业机械保有量20038台（套），拖拉
机保有量19335台，联合收割机保有量703
台。其中，100马力以上拖拉机2000台，采
棉机456台，无人机576台，卫星导航无人
驾驶系统2068套。

2024年，新疆沙湾市棉花总播种面积
162.07万亩，建立高产创建总面积81.62万
亩，推广 4.4 米超宽膜机采棉技术应用 10
万亩，新疆沙湾市广泛推广应用现代农业
科技成果，全面提升棉花规模化种植科技
支撑和应用能力水平。

在刚刚进入小麦收割期的新疆吉木乃
县托斯特乡塔斯特村，种粮大户任江林捧
着籽粒饱满的小麦和乡亲们分享丰收喜
悦：“2024年咱们的麦子产量不错，我家一
亩地比2023年增产20公斤，800亩地就能
增产16吨。”

“种好粮食，学问太大了！如果把种粮
过程中的科技都掌握了，种地会越来越轻
松，收成也会越来越稳。”新疆额敏县上户镇
库尔布拉克四村种粮大户宋红伟说。随着
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以及大型农机
具和植保无人机的应用，他种粮的“胆量”越
来越大，2024年种了3000余亩小麦。

这几天，随着很后一车小麦被面粉厂
收购，新疆奇台县吉布库镇达板河村种粮
大户王学新松了一口气。出于习惯，他每
天仍不时关注天气状况。

“现在的农业技术确实很先进，我每年
秋季把小麦种下去，对来年的好收成满怀
信心。但在小麦收割前，我一直提心吊胆，
担心天公不作美。”王学新说。以2024 年
为例，小麦返青后，倒春寒、干热风、频繁降
雨接连干扰小麦生长。所幸基层农业技术
人员一直跟进指导，小麦在抽穗期和灌浆
期如何喷施药剂、如何巧用水肥，让王学新
一次次规避了风险，最终小麦平均亩产达
540余公斤。

甘 肃

立秋时节，万物渐丰。在会宁县文兵
农机专业合作社千亩马铃薯种植基地，一
垄垄、一簇簇的马铃薯苗郁郁葱葱，长势喜
人，两台自走式喷雾机和三架植保无人机，
正在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技术、统一药剂”
的措施和步骤在田间来回喷洒农药，县农
技中心技术人员现场进行指导和培训，全
面开展马铃薯晚疫病精准防治工作。

自走式喷雾机和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
员操作下平稳运行，一道道药雾均匀喷洒在
马铃薯茎秆和叶面上，机防和飞防相结合能
够有效提高病虫害防治效果和农药利用率，
不到十分钟自走式喷雾机和植保无人机已
经两个来回，是人工喷洒农药的好几倍。

会宁县文兵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手魏
泽飞说，现在的无人机打药，比较省时省
力。对于合作社来说，比以前更快更方便，
如果人工喷的话，一个人要喷很多天，而无
人机喷得快也好用。

进入7月以来，康县出现持续强降雨，
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秋粮作物病虫害防
治工作任务重、时间紧，灾后自救工作刻不
容缓，康县农技中心及时制定方案，农技人
员第一时间深入生产一线，指导种植大户、
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和农户开展自喷自防，
对适宜的地块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一喷

施作业，目前已经完成农户防控作业
40000亩、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3500亩。

在瓜州县瓜州镇机采棉智慧农场，一
排排棉苗整齐排列，随风摇曳，瓜州县鑫辰
旺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正操作植保无人
机，沿着预设航线对托管的2000亩优质机
采棉进行机械喷洒作业。

“植保无人机 1 天的作业量能达到
1000亩地左右，是拖拉机作业量的2倍，有
效提高了作业质量和效率，同时也节省了
人力和财力。”瓜州县鑫辰旺农机专业合作
社植保无人机操作手桑永红说。

“目前，我们已安排 32 名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进行棉花管护指导，使用 165
架植保无人机开展喷施叶面肥、防治蚜虫、
棉铃虫等化控作业，为棉花丰产、棉农增收
打下坚实的基础。”瓜州县现代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副主任王刚说。

广 西

在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昆发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伴随着技术人员的操作，一架
农用无人机腾空而起，搭载着水稻秧盘在
田间来回穿梭，搬运秧苗。在另一地块上，
一台平田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对田地进行
平整、开垄，为水稻直播做好准备。

“我对这些设备很感兴趣，它们比传统
设备省药、省肥，还节省人工成本。有专家
指导（和）先进智能设备，我们对今年的种
植更有信心。”合作社管理人员陈祖勤兴奋
地说。

“无人机施肥定位精准、喷洒均匀、雾
化效果良好，一架无人机每天可以喷药
100 亩，作业时不受耕作模式及区域的限
制，提高了农药利用率，安全又方便。”合作
社植保飞手梁瑞昆介绍说。

桥圩镇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说，
桥圩镇的夏播，一般从七月初开始，近段时
间已经进入夏插的高峰期。像昆发合作
社，一是用无人机拉秧苗进行夏插；二个是
用平田器对大的地块进行平整，准备用无
人机直播，就是为了抢抓夏播的时间，避免
后期生产遇到寒露风等自然灾害，保证粮
食丰收丰产。

8月22日上午，位于贵港市港北区大
圩镇新建村的益农水稻智慧农场，无人机
正在施肥。

“两分钟完成一亩，以前一个人要忙一
个上午。”1993 年出生的李汉才回忆起小
时候一家5口一起下田的时光很是感慨。
那时，农忙时节，一家人早早出门，中午派
人返家煮饭菜带回，吃完饭后继续干活。
当过7年消防员的李汉才从不叫苦，但种
田之累刻骨铭心。

“下田又苦又累，还赚不了几个钱，没
有多少人愿意干，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李汉才说。

如今，无论点播还是插秧，全由机械自
动完成。

田间管护，施肥、喷药主角是无人机，
种植户只需坐等10月中下旬颗粒归仓。

8月9日上午，位于南宁市武鸣区城厢
镇香泉村的广农糖业订单蔗区一处甘蔗种
植基地内，一台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飞防
作业。种植基地负责人韦金云说，与人工
相比，无人机效率高、喷雾均匀，从源头上
减少了化肥、农药等的用量，降低了田间维
护的成本。“尤为重要的是，种植户不用在
蔗田内长期劳作，只需设置好飞行路线即
可作业。”韦金云话音未落，无人机已经按
照预定线路返回出发点，工作人员随即上
前熟练地加注肥料、更换电池。今年以来，
广农糖业蔗区已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近
40万亩，新的榨季丰收在望。

蔗叶纵横交错、边缘锋利，种植户往
往要“全副武装”方能顺利剥叶，即使是熟
练工一天也只能完成1—2亩蔗田。基于
此，广农糖业积极与相关农机企业合作，
尝试采用无人剥叶机作业。笔者在现场
看到，测试版的剥叶机安装了类似坦克的
履带，在工程师的细心操作下爬坡上坎如
履平地；机身的旋转轴上安装了柔韧性较
强的尼龙绳，在快速旋转中依靠离心力切
割蔗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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