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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肖淇

村水稻种植基地一片繁忙。工作人员

按下手机上的操作按钮，田间的一台无

人旋耕机便立即启动，不出几分钟，眼

前的一片土地变得松软又平整。紧接

着，满载秧盘的高速插秧机在田间来回

穿梭，整齐地栽上了嫩绿的秧苗。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今年我省

农业生产的科技底色愈发亮眼，“机械

化+智能化”作业正在绘就有“智”更有

“质”的别样春耕图景。

智慧农机春耕“显身手”
4 月 7 日，在乐平市接渡镇南范畈

村，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带着满满一

筐稻种，按照事先输入的位置和参数对

大田精准播种。

“以前看天种地，现在看屏种地。”

乐平市水稻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秀

清流转了 3000 多亩耕地，往年，早稻栽

插一直是令她头痛的环节。

“ 由 于 部 分 水 田 不 适 宜 机 械 化 作

业，以前一到秧苗栽插季节，我就得发

动亲友至少招 200 个会插秧的人，起早

贪黑连续干几天。现在好了，农田全部

进行了高标准改造，加上有了智慧农机

加入，农场只要十多个人就能全程管理

耕种收，我种粮的底气更足了。”

无人机飞播 作 业 到 底 有 多 牛 ？ 程

秀 清 和 记 者 算 了 一 笔 账 ：无 人 机 飞 播

每亩用种量 2 至 3 公斤，完成一亩地的

水稻播种仅需 3 至 5 分钟，单人单机每

天可以播种 200 亩，而且省去了人工育

秧、插秧的环节；人工插秧，一人一天能

插一亩，按一人一天 150 元工资计算，人

工栽插 3000 亩水稻，光是人工费就要 40
多万元。采用飞播技术，不仅效率高，

还 可 节 省 人 工、种 子 等 成 本 30 万 元 以

上。购置一台无人机才 5 万多元，政府

补贴 30%。

在吉水县金滩镇前进村，千亩良田

新绿点点、生机勃勃，数台高速插秧机

在水田里来回作业，鑫溪农业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吴文厚通过手机指挥附近的

智能化育秧工厂调拨秧盘。这两年，智

慧农业让这位“老农人”改变了传统的

农业种植方式。

今年 63 岁的吴文厚原本从事长途

货运，10 年前看中规模化种田，卖掉货

车在金滩镇流转耕地，目前拥有 8 台农

机，全部进行了物联网终端安装。有了

定位、传输、记录功能，全程实行机械化

耕作。

如 今 的 机 械 化 耕 种 场 景 ，在 吴 文

厚 看 来 几 乎 不 敢 想 象 ，他 见 证 了 水 稻

种 植 10 年 来 的 巨 大 变 迁 。 他 清 晰 记

得，以前翻地、育苗、插秧、收割全靠人

工，效率非常低。如今，“农户增收，企

业增效，我们的‘饭碗’也端得更牢了。”

吴文厚说，采用智慧农机种植的水稻与

传 统 经 验 管 理 的 稻 田 相 比 ，减 少 了 损

耗，提高了产量，亩均增产约 11%、节约

成 本 200 多 元 ，年 总 计 增 加 经 济 效 益

24 万元。

数字赋能种出优质稻
4 月 8 日，位于吉水县醪桥镇黄牛洞

的全自动智能工厂化育秧中心，两条全

自 动 智 能 化 育 秧 流 水 线 正 高 速 运 转 。

该中心内，传感器遍布各个角落，为整

个育秧中心织起一张智慧网络。

“这些传感器能随时感知空气中的

温湿度，与传感器相连的智慧‘大脑’接

受信息，自动调节，为秧苗创造合适的

生长环境。”该中心生产负责人周晓毛

介 绍 ，他 一 个 人 就 可 以 操 作 管 理 供 应

2000 亩稻田的秧苗。目前，该中心完成

早稻育秧订单 1万多亩。

据介绍，育秧工厂有控温、控湿设

备，发芽率高达 90%以上，成本大大低于

传统人工育秧，育出的秧苗适宜机械栽

插，10 多天就可插秧，比小棚育秧提前 7
至 10 天。智能化育秧可节省人工 60%
以上，减少管理成本 50%以上，同时可促

进早生长、早分蘖、早齐穗，较传统育秧

方式可实现增产 10%以上。

如今，该县推广种植的 20 万亩双季

稻品种“井冈软粘”，由于质量优良，市

场前景看好，每 100 公斤比普通稻谷多

卖 60元，每亩可增收 300元以上。

“智慧农业既能保护耕地，又能种

出 营 养 健 康 的 粮 食 ，确 保 饭 碗 牢 牢 端

稳。”周晓毛说。

（压题照:吉水县金滩镇前进村村民
在操作高速插秧机。）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在今年春耕备
耕中，我省各地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加
强科技攻关，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应
用，保障了大型农业装备的高作业效
率和作业质量的高稳定性。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必须要
有“农机担当”。我们欣喜地看到，不
少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纷纷亮出种田

“神器”，自动化育秧工厂、高速插秧
机、空中翱翔的无人机……一项项新

技术、一台台新设备，勾勒出“藏粮于
技”的生动图景。

农机装备智能化，目的是提升作
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站在这个角
度，我省应通过新品种的试验示范、
新技术的集成展示，让农民认识到科
学技术的重要性，大力推广使用新品
种、新技术、新农机。此外，还应大力培
育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
型职业农民担当智慧农业的主角。如
此，才能更好地向科技要效益，让智能
农机装备助推农业现代化。

记
者
手
记

向科技要效益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
——智慧农机助力春耕降本增效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文/图

我省一季度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总体合格率达97.51%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殷琪惠）4 月 13 日，记者从省市场监

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省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38006
批次，经检测，37061 批次食品合格，总体合格率达 97.51%。

其中，涉及“一老一小”的保健食品、特殊膳食食品、婴幼儿配

方食品合格率均为 100%。

从抽检的食品情况来看，群众日常消费量大的食用农产

品、餐饮食品、粮食加工品、食用油和油脂及其制品、肉制品、

蛋制品、乳制品分别抽检 12105、4499、1688、1102、1209、439
和 907 批次。其中，粮食加工品、食用油和油脂及其制品、肉

制品、蛋制品、乳制品合格率分别是 98.14%、99.82%、97.89%、

100.00%、100.00%，均高于一季度监督抽检总体合格率。从发

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情况来看，农药残留占比较高，为 45.04%。

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我省将组织开展核查处

置，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

施控制产品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

女子离世捐献器官救治4人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锦军）4 月 11 日晚，金溪县 46 岁

女子黄媛凤因突发急性脑梗脑死亡。由于黄媛凤生前加入

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家人尊重其意愿捐献两个肾脏

和一对眼角膜，挽救两名患者的生命，帮助两名眼疾患者重

见光明。

黄媛凤三姐说：“前两年我妹妹加入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队伍，生前她说过如果她出事了，一定要捐献器官挽救他

人生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4 月 11 日晚，在省红十字会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见证下，黄媛凤家人帮助完成了她生前

愿望。

在横峰县龙门畈乡童家村，村民都知道“老管热线”。热

线电话的机主是上饶市人社局驻童家村第一书记管仲贵，从

政策咨询、问题求助到矛盾化解，他为群众解决了一个又一

个难题。

3 月 25 日，在村委会的“老管热线”办公室，管仲贵接待了

两批之前电话咨询贷款政策的村民。由于电话里不容易把情

况说清，管仲贵特地把银行工作人员请来为村民释疑解惑。忙

完这件事后，管仲贵接到大湾村民小组长曹军的电话，反映当

地部分水渠倒塌影响早稻播种和灌溉的问题。记录下电话内

容后，管仲贵立即骑上电动车，与其他村干部先后来到现场。

经过现场察看后发现倒塌面积不算大，管仲贵和村干部当即表

示，回去后就开会调度，保证两天内把问题解决。对这样的办

事速度，曹军感到十分满意。

村民祝水花说，自己平时遇到难事就会打“老管热线”，就算

有时候晚上打热线电话，管仲贵也会来解决问题。管仲贵告诉

记者，开通“老管热线”，就是为了给群众搭建一个解决问题的平

台。热线开通以来，每天接到群众求助或者政策咨询的电话不

下10个，对群众的诉求，他们会第一时间予以解决或答复。据童

家村党支部书记陈联升介绍，自“老管热线”开通以来，村里发生

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矛盾纠纷更少了，群众的幸福指数更高了。

眼下，横峰县正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抓基层年”活动，全

力以赴破解制约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突出问题。管仲贵告诉

记者，今后他将继续发挥好“老管热线”的作用，让小热线助力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省级健康细胞标准《健康村》
《健康中小学校》发布
将于10月1日正式实施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倪可心）4 月 14 日记者获悉：我省于

4 月 7 日批准发布的 28 项江西省地方标准的公告中，由省卫

生健康监测评价中心起草的两项省级健康细胞标准《健康

村》《健康中小学校》将于 10月 1日正式实施。

《健康村》建设规范对饮水安全、常住人口的健康建档率、

高血压和糖尿病规范管理率、重点人群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率、健康知识讲座频次等方面内容明确了数据标准。通过《健

康村》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规范我省农村健康建设各项任务，

增强基层实施的操作性，推动农村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深入

开展，不断提升农民健康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健康中小学校》将学生健康权益置为优先地位，同时兼顾

了学校的发展需求，以强化学校卫生、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校

园环境设施为基础，以加强健康教育、提升教师和学生健康素

养为重点，以维护学生心理健康、降低学生近视率、促进学生全

面健康成长为目标，实现学校建设和师生健康协调发展。

据了解，此次我省共发布 6 个健康细胞建设规范省级地

方标准，是全国健康细胞建设领域成系列的地方标准，以整

洁宜居的健康环境、便民优质的健康服务、和谐文明的健康

文化等为主要内容，全面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下沉，通过培育

小细胞，促进社会大健康。

近日，湖口县鄱阳湖鞋山水域湿地，成片野生紫云英绚丽盛开，吸引游客
前来踏春赏景，乐享春日美好时光。 通讯员 沈海斌摄

“老管热线”解民忧
余 琳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

春光美

为期4个月

江西组织开展山茶油专项整治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殷琪惠）江西作为山茶油重要产

地，拥有诸多优质山茶油品牌，出产的山茶油备受广大消费

者青睐。4 月 14 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提

升全省山茶油质量安全，严厉打击山茶油生产经营违法违规

行为，全省组织开展为期 4个月的山茶油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主要针对山茶油生产经营中

存在的掺杂掺假、食品安全指标不合格、标签标识不规范等

突出问题，采取企业自查与日常监督检查、集中检查与飞行

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山茶油生产企业和食品小作

坊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完

善山茶油日常监管长效机制，减少山茶油监督抽检不合格率

和风险监测问题发现率，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合法权

益。同时，督促山茶油生产者全面开展自查，规范生产经营

行为，认真排查风险隐患。结合目前市面上存在的个别生产

经营者用大豆油、棕榈油、菜籽油等食用植物油冒充山茶油

牟取暴利，用调和山茶油冒充“百分百”“纯正”山茶油，以及

产品包装标签标识不规范、虚假标识或无标签等问题隐患，

组织监管人员对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和批发销售企业开展

风险排查，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针对监督抽检、监督检查、投诉举报等问题线索，有关部

门将加强源头追溯，彻查原料购进及山茶油生产、销售等各

环节违法行为。

4 月 12 日，航拍万年县东景住宅小区。万年县大力推
行老旧小区区块化改造模式，通过改造，小区基础设施配
套得到完善，居住环境更加美化。

特约通讯员 徐声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