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粮“机械化”
变精准种植“数字化”

云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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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
看春耕。在云浮罗定市华石镇荔
枝埇村垦造水田项目现场，已经
持续“作战”了近半个月的数十
台挖掘机、百人施工队仍旧在忙
碌。项目的施工方表示，该项目
力争在 3月底完工，“赶上”种植
早造水稻。

“我们投入了30多台各型号
钩机，每天有130多人参加施工，
全力抢进度，目前项目田块平整
工作已经完成了约九成的工程
量，预计3月底可以完工，争取赶
上春耕早造。”华石镇荔枝埇村
垦造水田项目施工单位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隔壁的太平镇也正在
全力推进垦造水田项目建设，确
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旋耕机翻耕过的水田散发出
属于春天独有的清新的芬芳，农
民们积极地搬运着充满生机的苗
盘，农机手开着载满秧苗的插秧
机驰骋田野间，随着发动机“哒
哒哒”的轰鸣声，一排排嫩绿的

秧苗整齐有序地插入水田。在罗
泾镇镜东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当
地的农民正在熟练地操作机械。

种粮的“机械化”正在演变成
精准种植的“数字化”。种粮大
户陈先生介绍，当前，不少高标
准农田的种植中，引入了无人机
播种、施肥等技术，在精确配比、
工作时长、精准覆盖等层面得到
了很大的提升。“标准化的作业，
能够给我们形成良好的数据基
础，当示范种植形成经验，便可
进行复制、推广。”

数据显示，2022 年，云浮市
水稻种植面积一年两造共132.31
万亩，年产稻谷 58.75 万吨，实现
了 2019 年以来全市水稻播种面
积和产量的“四连增”。

记者从罗定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据了解，今年罗定市计划春种
30.39 万亩，其中早稻计划播种
25.8万亩，作物种类涵盖水稻、玉
米、大豆等粮食作物，预计4月上
旬完成早造粮食种植任务。

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通讯员 罗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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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春日的江门水稻田，空旷广
阔。天地之间，飞着的是无人
机、跑着的是智能插秧机。如
今的春耕，是农机大展拳脚的
广阔舞台。

综合机械化水平超九成的
江门水稻生产，农机化发展水平
排在全省前列。今年，江门投入
近3万台（套）农机具，“护航”总
面积约210万亩春种农作物。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江门水稻生产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92.44%，其中机耕率
达99.98%、机种率达75.11%、机
收率为99.72%，农机化发展水平
排在全省前列。聚焦水稻稳产
增产、提质增效，近年来江门推

广应用了 35 条自动化播种线，
并推动建设了育秧中心、立体化
育秧工厂建设，着力补上水稻机
械化育秧的短板。

日前，在江门开平市月山
镇高阳村委会大园村的一片水
稻田上，一架大型无人机平地
而起，在低空匀速飞行，喷洒出
的肥料呈雨状，均匀洒落水稻
田上。只需3至 4分钟，无人机
就完成一次 40 公斤肥料的喷
洒工作。技术人员介绍，无人
机施肥作业具有高效、精准的
特点，可大大缩短施肥时间。

除此之外，大批新型农机也
开始涌现。在日前的2023年新
会区春耕现场会上，履带旋耕机

耕整地、无人机水稻撒播、植保
和智能自动驾驶机、水稻机械化
播种线、节能新型水产增氧机、
中耕机和柑橘开皮机纷纷亮
相。现场的机具演示让种粮几
十年的“老把式”们眼界大开。

在这些农机“新势力”当
中，记者观察发现，大批智能农
机陆续投入使用，预示着智能
农业时代的到来。“以无人驾驶
插秧机为例，不需要单独的驾
驶员，只需要一人加秧，极大地
节约了人力成本和劳动强度，
相比传统插秧机更省力省时。”
江门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梁伟光说。据悉，无人驾驶插
秧机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应用北
斗导航技术实现全程自动化，
自动分析计算出插秧间距，进
行标准直线插秧。农户只需提
前设置好秧田的出发点和转弯
点，插秧机就可以自动规划插
秧路径自行进行插秧，插秧行
距、株距更加标准，作业更加安
全，且插出来的秧苗整齐划一，
具有不伤苗、不伤根、立苗快等
优点，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还
能提高水稻亩产经济价值。上
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南大区经理刘恒表示：“我们
在五邑地区已经成功推广无人
驾驶插秧机数十台。”

岭南春来早，春耕正当时。连日来，羊城晚报多路记者走
访发现，一批批机械化、现代化的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正在
南粤田间地头积极推广运用。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作下，
来回穿梭田间，进行播种作业；自动育秧机、无人驾驶插秧机、
水稻抛秧机等智能化设备和技术等被日益广泛使用；无人农
场的农人们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农业，实现种业育、
繁、推、管“一张网”……

据省农业农村厅初步统计，2023年全省春耕备耕预计投
入拖拉机、插秧机、农用无人机等绿色、高效、智能农机装备超
百万台（套），各地机械化集中育秧有序开展，预计主要农作物
机械化耕作率超96%，完成机械化种植水稻面积超480万亩，
机种率预计达36.7%。“机械化+智能化”正在为广东春耕“抢
农时”按下“加速键”。

羊城晚报讯 记者蚁璐雅、
通讯员汕宣报道：3 月 20 日，

“汕头市大健康产业协会成立
大会暨2023年首届大健康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在汕头国际大
酒店举行。汕头提出，到 2026
年力争全市大健康产业规模达
到 500 亿元，到 2035 年力争达
到2000亿元。

汕头市大健康产业协会是
由汕头大健康产业领域龙头企
业发起，汕头市从事健康产业相
关产品生产、科研、检测、经营、
服务的企业、医疗康养机构以及
其他相关社会团体自愿组成。
截至大会开始前，已超120家企
业报名加入。

成立大会当天还举办了汕
头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潮汕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产品开发技
术平台、汕头市大健康产业质
量提升技术服务平台等平台揭
牌活动，协会与“潮医智库”、汕
头市医学科学院、大健康与生
命科学产融联盟、金融机构签
订了共建合作协议，当天参会
的金融机构与协会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提供信贷支持超 100
亿元；还聘请了 30 名国内大健
康领域产业研究学者、医疗服
务专家等作为协会顾问。高峰
论坛上，行业精英齐聚一堂，进
行大健康领域新格局、新发展、
新机遇主题分享，共话大健康
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道。

记者了解到，目前，汕头市
大健康产业发展迅猛，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不断增
强，总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
展态势。2022年汕头市大健康

产业单位共有 1584 家，全市大
健康产业规模约 297 亿元；医
药制造业增势尤其强劲，2022
年产值 83.10 亿元，同比增长
42.5%。

汕头市大健康产业正在迎
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此，汕
头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汕头
市大健康产业集群发展工作专
班。据专班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期将出台有关汕头市大健康
产业发展规划，到 2026 年力争
全市大健康产业规模达到 500
亿元，将形成产业集聚发展、创
新生态活跃、基础设施完善、空
间布局合理的大健康产业发展
体系；到 2035 年力争全市大健
康产业规模达到 2000 亿元，通
过创建国际健康华侨城、打造
国内知名现代医药制药产业基
地、构建东南沿海医药贸易流
通枢纽体系和建设东南沿海旅
游康养高地，形成“一核引领、
一环驱动、两带拓展、多点联
动”的大健康产业发展新格局，
基本形成一二三产业高效协
同、高质量发展的大健康产业
体系。

而在空间布局上，汕头市大
健康产业将按照“一个中心，两
大园区，三个集聚区”的空间布
局来谋划推进。在华侨试验区
规划建设一个大健康产业创新
发展中心。按照“成熟一个打造
一个”的工作思路，分别在六合
产业园、华侨试验区建设两大园
区，在金平区、龙湖区、南澳县全
力打造各有特色的三个大健康
产业集聚区，全力打造汕头国际
大健康产业智谷。

近日，阳江江城区金朗农机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关秋庆早早带
队来到中洲街道华龙村，为当地
农户提供春耕农机作业服务。在
他的指挥下，3 台大马力拖拉机
在田里来回驰骋，很快就把泥土
耙得松软平整。随后，来自阳东
区合山镇的“飞手”梁光弟遥控
满载稻种的无人机升空，沿着田
地均匀撒种，仅用 10分钟，就完
成了近7亩地的播种任务。

“这是无人机旱播技术，将种
子飞播入田，等种子吸收土壤中
的水分实现萌芽、出苗，再引水
进田。”关秋庆介绍，去年他也采
用了无人机旱播播种，亩产 375
公斤干稻谷，相比传统插秧产量
相差无几。但“飞播”一个人一
天能播种近 300 亩水稻，每亩的
人工成本约15元。

阳春市春湾镇爱国村平山自
然村的田野里，多台农耕拖拉机

正在耙田，一群村民在育秧机旁
忙碌着，场面热闹非凡。由智慧
三农（阳春市）农业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组织的阳春市首个机械化春
耕育秧现场就设在这里。智慧三
农（阳春市）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是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
点单位。近年来，联合社致力把
农资、农机、农技、金融、保险等多
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为农业生
产提供全链条优质高效的农业托
管服务，有力推动了粮食生产和
农业农村工作开展。

记者从阳江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今年全市计划农作物春播
面积 134.52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
80.06 万亩。阳江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种子、
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已基
本就位，农资总体供应充足，9800
多台（套）农机大部分已维修保养
完毕，可随时投入春耕生产。

羊城晚报记者 戴灵敏

无人机“旱播种”
10分钟种了7亩稻

阳
江

“综合各项因素，当前广东
春耕备耕各项条件较好。”广
东省委党校教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危旭芳告
诉记者，今年，农时相对宽裕、
气 象 条 件 较 好 、农 资 供 应 充
足、惠农强农政策给力，可谓

“天时地利人和”。
危旭芳表示，从今年春耕和

总体来看，广东农业发展模式呈

现出“精”“新”“专”的特点。
一是精。推进传统农业、

农村、农民向现代精细农业、
精美农村、精勤农民转变，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二是新。
在全国率先利用卫星遥感等高
新技术，大力推进撂荒地复耕
复种。在优质稻等领域的育种
水平处在全国领先地位，经农

业农村部确认的超级稻品种有
36 个 ，占 全 国 的 24% 。 三 是
专。广东把“一县一园、一镇
一业、一村一品”作为加快农
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目前全省已创建 18 个国家级、
288 个省级、73 个市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国家级和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数量排全国首位。

羊城晚报记者 朱嘉乐

一批批机械化、现代化的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正在南粤田间地头积极推广运用

不必“两腿泥”指尖也能忙春耕
羊城晚报记者 朱嘉乐

汕头

全力打造超500亿元
大健康产业集群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通讯员 谭耀广

飞着的是无人机
跑着的是智能插秧机

江
门

广东农业发展“精”“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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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婷婷，
通讯员李楠、张雷、谢家康报
道：近日，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深职院”）和香港职
业训练局（以下简称“职训局”）
合作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
职业教育园区开园。特色职教
园区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留仙洞
总部基地的创智云城，首批100
名师生已正式入驻。这是粤港
澳大湾区首个实际落地的特色
职业教育园区，标志着湾区职
教发展启动“加速键”，驶上快
车道。

特色职教园区占地8930.67
平方米，总投入3800余万元，包
含教学区、科创空间、实验室、综
合展厅等功能空间。

走进园区，办公、实训、交
流区桌椅摆放有序，浓郁的实
训、研究氛围已然充满每个角
落。未来，园区将突出粤港澳
职教融合发展理念，探索中职
与高职贯通、高职与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服务
湾区产业转型升级。香港职
训局理事会主席戴泽棠代表
职训局表示，开园后，职训局
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对内协
助连结内地的院校及企业，对
外联系海外机构，以联通内外
的资源支持粤港澳大湾区职
教园区的发展，为大湾区乃至
国家共同培育更多优秀的职
专人才。深职院校长许建领

表示，未来，学校还将继续投
入 2.36 亿元，建成一批湾区特
色品牌专业和深港应用技术
研发机构，将园区建设成创新
力、影响力全球卓著的职业教
育合作机构。开园后，双方除
继续合办“电气服务工程高级
文凭课程”外，还将在游戏及
动画、时装设计、屋宇装备工
程和酒店及餐饮管理 4 个专
业深化合作，共同制定课程标
准、引进师资、联合管理、颁发
双方文凭，为湾区培养出更多
国际化高素质高技术技能人
才 。 到 2025 年 ，计 划 招 收 香
港学生入读园区 500 余人，开
展 湾 区 技 能 培 训 8700 余 人
次。此外，深港双方还将共同
开展技术研发合作，服务湾区
企业转型。目前，深职院已组
建湾区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研
究院、碳中和数字能源协同育
人 创 新 中 心 、超 声 技 术 研 究
所、赵淳生院士工作站等 4 个
科研平台入驻职教园，主动对
接港澳产业发展需求，与香港
共同开展应用技术研发，加速
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产品落
地。未来 5 年，园区将建设省
级以上平台 8 个，实现关键技
术难题的国产化 1 项，服务大
湾区企业 800 余家。开园仪式
后，职训局在园区设立的首家
内 地 公 司—— 职 专 教 育 服 务
（深圳）有限公司也同时开幕。

深圳

粤港澳大湾区
特色职教园区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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