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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好“数智基座”：无人农场研发“粮食芯片”

“我们这一片试验田里的麦
子，搭上眼一看，都差不多，但你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的
不同。就像这一棵麦子，茎干
细，旗叶小而挺。穗下颈节长，
籽粒非常饱满。”朱俊科说，一个
优质品种的选育十分不易，首先
要确定育种目标，至少需要经过
十年的选择，才能培育出合适的
原种。

忙碌的朱俊科，忙碌的禾丰
种业，成为淄博以新质生产力驱

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缩影。

种子是粮食的芯片，从“种
粮”到“种”粮，同一块土地带来
相差数倍的收入，更带来了中国
种质资源改良的希望。

在山东理工大学兰玉彬院
士带领下，禾丰种业成为淄博农
业数字化改革的先行军。作为
淄博市首批数字农业农村典型
数字化应用场景案例之一，2019
年，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打造了国内首个生态“无人
农场”，以小麦玉米周年轮作种
植及科研育种过程中关键作业
环节实现无人化为目标，融合人
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实现生态循
环农业全程数字化、智能化、自
动化。

禾丰种业采用天、空、地一
体化技术进行全方位信息采集
和处理，科学指导农业生产，判
断何时该播种，何时该施肥，并
更加精准地进行灌溉、施肥和用

药，逐步实现耕、种、管、收等生
产环节作业无人化，促进农艺与
智能农机深度融合，提高农产品
的产量和质量。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刘元忠介绍，2020年，
淄博市获批国家数字农业农村
改革试验区，淄博市积极抢抓这
一有利契机，以数智技术“关键
变量”激发乡村振兴“澎湃活
力”。通过聚力推进数字农业农
村改革，以数字赋能农业产业全

链条、农村治理全领域、农民生
活全方位，推动数字技术变革乡
村生产关系。

淄博市的农业农村数字化
改革，成为乡村振兴领域新质生
产力的实践探索之一。目前建
成5G基站9346个，实现镇办、村
居5G全覆盖，入选国家“千兆城
市”；建设“齐农云”，采集数据32
亿条，推出“齐监管”“齐智富”等
6个特色应用，形成“一云统揽、
多维一体、一网通办”数字生态。

优化“产业链条”，智慧工厂带来的产业革命

农业数字生态的初步建成，
带来的不仅是质的提升，还直接
带来了产业链的升级，以及乡村
高质高效发展的新局面。

在山东七河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智慧工厂内，香菇菌棒
生产线全面智能化，从生产到质
量监控，每一步都由智能系统严
格把关；大棚内，通过数字化管
控对香菇生长过程全追溯，不仅
实现周年化出菇，还保证了质量
的稳定，还将实时数据传至云
端，实现全程可控。更为重要的
是，七河生物自主研发的香菇菌

种，成功攻克了依赖进口菌种的
格局，并不断升级，打破了地域
与气候的限制。年产能1.5亿棒，
出口超4500万棒。目前，产品出
口全球70多个国家，占全国菌棒
出口市场的60％以上，年出口创
汇4600多万美元。

有数字产业支撑的香菇产
业链是淄博市六条数字农业全
产业链之一。与使用云计算的
香菇种植相对应，在得益乳业高
青县一二三产融合生态循环奶
业基地里，这里的奶牛过上了智
慧生活。

2022年，山东得益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抢抓新质生产力，聚力
数字赋能全产业链，打造一杯鲜
活好奶，成为山东省唯一入选首
批“好品山东”的乳制品企业。
得益乳业在高青县投资10.88亿
建设这处基地，目前已经完成4
处智能化数字牧场的投产，设计
奶牛存栏3.5万头，配套2万亩种
植基地。农业种植方面与山东
省农科院开展种养循环深入合
作，并配套精准农业智能装备及
农业大数据平台，实现农业种植
标准化、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

管理。
刘元忠表示，淄博市坚持用

工业化思维推动农业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聚焦数字技术赋能产业
迭代升级，集中培育壮大粮食、蔬
菜、黑牛（奶牛）、苹果、猕猴桃、香
菇六条数字农业产业链。推动农
业产业链条整体提升，积极构建
数字农业的新生产关系。

优化“加工端”，建设数字车
间30家，巧媳妇智慧工厂打通

“原料—研发—生产—体验”全
产业链，米醋产能居全国第一。
优化“储运场”，建设智慧冷链物

流集群，全市冷链仓容超130万
立方米，冷藏车辆2.5万台。海月
龙宫建成630亩的“京东云仓”，
成为京东最大的江北冷链物流
产业园。

同时，优化“营销链”，打造
“线上+线下”双引擎，纽澜地入驻
400多家盒马超市，成为盒马鲜肉
第一品牌，带动沿黄4市6县共建
千亿级肉牛产业集群。优化“服
务侧”，粮食主产县搭建中化
MAP全链条粮食数字服务平台，
思远农业“农保姆”服务全国5000
多个村服务站、20余万社员。

创新“应用场景”，数字小镇背后的全省第一

数字赋能带来农业产业变革，
其背后获益的不仅是龙头企业，参
与其中的每一户农民都是受益者。

高青县唐坊镇以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将数字
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打造智
慧唐坊数字小镇，着力构建涵盖农
业生产全链条、社会服务全方面、
乡村治理各领域的数据网络体系，
实现了农业农村精准化、服务群
众便捷化、基层治理高效化的良
好效果。做好镇域内清水小龙
虾、金牌西红柿等特色产业数字
发展文章；在淡水龙虾养殖区，专
门配备水质检测设备，定期对水
温、pH值、溶氧量等指标进行检
测，实现自动投喂、自动增氧等功
能，养殖户在手机上实现同步检测
与监控；在特色果蔬种植区，通过

数字化设备，加强果蔬土壤墒情、
叶面温湿、土壤pH值采集、有效光
合效率等种植环境数据采集，通过
一段时间内的统计趋势变化，种植
户掌握分析土壤质量，做好平衡施
肥，极大地提高了果蔬的口感和产
量，加快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高青县唐坊镇人大主席张延
彬告诉记者，通过聚焦数字赋能
农村发展这一载体，发挥党委政
府主导作用，整合组织优势、资源
优势、平台优势，上下联动、左右
协同，系统化整体推进，让乡村振
兴的活力更加迸发、动能更加
澎湃。

高青县国家数字乡村试点顺
利通过中央网信办等7部委联合
终期验收，位列全省第一位。

“发展数字农业，不同行业都

有前景，大、小农户都有干头，关
键是要根据各类场景需求，分类
施策、精准发力。”刘元忠表示，发
展数字农业是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的科学指引，要深刻认识和把握
其内涵和特点，紧紧抓牢建设国
家农村改革试验区与全国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重大机
遇，加快培育形成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新
质生产力与各领域新质生产力融
合互动、耦合共生，避免孤军
独进。

新发展阶段，如何趁势而起、
顺势而为，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
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对此，
淄博市给出了答案。

加速向“高端引领”转变。深
度链接省部级资源，协同科研院

所与头部企业，加快“齐农云”迭
代升级，突出抓好“中农数院”科
技转化孵化，加力打造农村改革

“数智”平台。
加速向“链式共进”转化。聚

焦优势特色农业产业6条数字农
业产业链，以数字技术延链补链
强链。

加速向“价值实现”转变。加
快推广“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户+数字化”利益联结机
制，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
发展，把产业发展的增值收益更
多留在县域、留给农民。

刘元忠告诉记者，淄博牢牢
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
发展主线，通过数字技术与农业
农村经济深度融合，以农业农村
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着力建设

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全
市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服务
数字化改造进入快车道，在发展
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方面，探索
出了一条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的
实践新路。未来，淄博市将继续
探索数字化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新路径，为全省全国乡村
振兴和共同富裕贡献更多淄博
经验。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波 通讯员 王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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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新”在何处？
——— 淄博农业农村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无人农场、智慧工厂、数字小镇……随着数字农业的应用和推广，淄博农业农村发展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
“最近两天，我们的新品种到了搜集数据的关键时期。”5月24日，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俊科告诉记者，2020年公司山农28号创下了亩产856.9公斤的全

国纪录之后，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关键的种子保障，现在他们选育的是十年以后的接班品种，计划三到两年之内，育成一个比山农28还要早熟3天以上，并且增产6%以上的，既抗
冻抗倒，又耐旱耐病害，还能丰产的小麦新品种。

在朱俊科眼里，他们正奔走在追逐新质生产力的路上。他认为，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高高青青县县唐唐坊坊镇镇名名杨杨村村的的面面貌貌干干净净整整洁洁。。荷荷兰兰南南荷荷兰兰省省政政府府
副副省省长长迈迈因因德德特特··斯斯托托克克
参参观观七七河河生生物物智智慧慧工工厂厂。。

高高青青县县唐唐坊坊镇镇，，干干净净的的村村道道两两旁旁绿绿树树成成荫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