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7 日，游客在凤凰沟景区樱花树前留影。据了解，

自 3 月初举办凤凰沟樱花节以来，该景区接待游客达 15 万人

次，门票收入近 500 万元。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兆恺摄

▶3 月 27 日，樟树市阁山镇爰农湖公园内桃花竞相开放，

吸引游客前来踏春赏花，享受美好春光。

通讯员 柳 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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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

手和基础支撑。2023 年，我省各地登记使用中央财政农

机购置补贴资金 9.1 亿元，新增农机具 8 万余台（套），受

益 农 户 超 5 万 户 ，与 2022 年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4%、12%、

8.5%，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了传统农耕方式。但同时，

我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与全国及周边省份相比，还存在一

定差距。

春耕备耕关键时节，记者走进田间地头，采访种粮

大户、农机生产商、行业专家，共同寻找补齐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短板的有效路径。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需要补短板

3 月 22 日，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等 12 个

省份负责农机化管理、推广工作的相关人员，以及我省

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育秧中心和农事服务中心主

体、种粮大户等 1000 余人齐聚新余市，参加南方稻作区

生产全程机械化演示展示暨南方水稻机械化生产补短

板促全程培训活动，共同探讨如何推进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补短板工作。

“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江西，是全

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地，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 11 年超

430 亿斤，生猪、蔬菜、鱼类等农产品也源源不断走向全

国市场。但除水稻、油菜外，我省花生、大豆等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果菜茶生产

一定程度上存在“无机可用”“有机难用”的问题。

应邀参加活动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宋建农，是农业

农村部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成员，对水稻

生产全程机械化研究已有 20 多年的时间。“前期我国对

丘陵山区的农机化投入不足，之前主要是解决大宗、大

面积农作物的机械化问题。”宋建农表示，江西的情况并

不是个例，南方丘陵山区的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

偏低是普遍现象。

提升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我省从加大投

入、强化科研攻关破题。2023 年，我省农业农村部门摸

清全省农业产业发展急需的短板机具清单 79 项，联合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机研究院和江西农业大学、江西

农科院，组织力量对短板机具进行技术攻关。其中，我

省农机科研团队研制的手扶式茶籽播种机、多光谱智能

化果蔬检测分选设备、低损伤果蔬智能分选设备、双作

业臂名优茶采摘机器人、26 吨移动式烘干机等 5 款机

具，被纳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农

机装备补短板重点突破机具名录》。

农机智能化成为大势所趋

3 月 22 日，在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毛家村，200 余台

拖拉机、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现场“比武”。而其中最

吸引人的，就是无人插秧机的对决。只需农机公司技术

人员设置好模式，10 分钟不到，无人插秧机就可以在田

里顺畅地“走”一个来回，在一旁观看的农户纷纷拿起手

机拍照。

此前，机械化插秧是我省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短

板。近三年，全省新增高速插秧机 1 万余台，2023 年新

增的高速插秧机数量居全国第二位。

不仅是插秧环节，农机智能化正逐步推开、普及。

“我们的育秧系统是智能操控的。只要在集中控制

系统上输入指令，叠盘、浇水、培土都可以实现无人化运

作，一套机器承担了相当于 5 个人的劳动强度。”安徽三

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农业板块负责人胡少升告诉记者，

公司原本是一家工业设备加工企业，2023 年正式进军农

业领域。仅一年多的时间，产品已在余干县、鄱阳县以

及萍乡市安源区投入使用。

全省首个“万亩智慧农场”南昌县大田农社负责人

邹泰晖告诉记者，农机的智能化升级，为农业数字化积

累了数据，农场实现了从管人到管数据的转变，“慧”种

田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生产方式。

机械化应与农技（艺）推广有效结合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不能单纯依靠农机本身

来推动，必须与农技（艺）推广相结合。”宋建农表示，以

一些地方的春耕为例，以往早稻机插率低，是因为育秧

技术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械化的推广。

为此，宋建农一直在大力推广水稻大钵体毯状苗机

械化育插秧技术，该技术 2019 年被农业农村部列为“主

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主推技术之一，2021 年

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十大引领技术”之一。

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夯实稳产增产机械化支撑，今年我省将着力建立不

同区域、不同作物下的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的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和应用场景，并确定摸清

短板机具情况、遴选推介一批适宜农机具、推进短板机具

的熟化应用和农机装备产业发展等四项重点任务。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补短板，对于企业来说，首

先就是要产品门类全，其次还要做到软件与种植品种、

种植技术相配套，这也是我们研发的重点。”中联重科江

西区域负责人姚金园告诉记者，把先进农艺融合到一台

农机上，是该公司一直努力的方向。

随着短板的不断补齐，驰骋在赣鄱沃野上的“铁

牛”，必将为我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增添

更强动力。

以 温 情 守 护 善 意 ，用 表 彰 回 报 善

行。近年来，随着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

深入推进，我省崇德向善的氛围日益浓

厚。与各地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相呼应

的，是社会各界点赞凡人善举、褒奖身边

好人、礼赞道德楷模的正向反馈。

这种正向反馈，是对人性光辉的珍

视。它让行善者获得嘉许、获取力量，促

使点滴微光汇聚成炬，推动崇德向善蔚

然成风。

这是一封千里致谢的信件，它源于

南昌青年黄哲宸对素不相识老人的暖心

帮助。

今年 2 月 9 日，除夕夜，黄哲宸出门

送亲戚时，在路边看见一位神色焦急的

老人。热心的黄哲宸上前询问，得知老

人是来南昌旅游的客人，因为导航不准

迟迟找不到之前预订的宾馆。老人拖着

沉重的行李箱在巷子里穿来穿去，手机

电量即将用完，已是又困又急。得知情

况后，黄哲宸从家里拿来充电宝为老人

手机充电，并帮助提着行李箱，把老人送

到酒店。

聊天中，老人得知黄哲宸来自南昌

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回到家乡青岛

后，他在打电话向学校证实黄哲宸的身

份后，精心录了一段致谢视频发在网络

上，并手写了三页情真意切、笔迹工整

的感谢信。一时间，黄哲宸火遍网络，

受到网友们热烈的“线上”表扬。在今

年 3 月份的学校晨会上，南昌市第一中

等专业学校校长向黄哲宸送上鲜花和

“学雷锋标兵”荣誉证书，号召全校同学

向他学习。

“人帅心善”“江西好青年”“新时代

青年的榜样”……对黄哲宸的助人行为，

网友们不吝夸赞。夸赞背后，是人们对

美德善行的崇尚，对身边好人的致敬。

这是一道前所未有的嘉奖，它源于

浮梁辅警方斌对占道经营商贩的温情

执法。

今年 1 月下旬，一段视频在网络上

迅速传播。视频中，浮梁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县城中队辅警方斌看见商贩占道经营时，先是上前打招呼“生

意怎么样”。得知商贩来自甘肃，所售苹果都是自家所种，利润较

低后，方斌提醒对方“你这个摆摊位置不对，很不安全”“大老远跑

来也不容易，把车开走就行了”，并建议他找个宽敞、适合摆摊的地

方售卖。几天后，方斌与同事开展巡逻时，在一停车场内再次遇到

这名商贩。了解到他卖完这车水果后就准备回家过年，方斌与同

事当即购买了 2袋苹果。

没有生硬的教育和冰冷的处罚，取而代之的是将心比心的理

解与合情合法的建议。这段视频被各大媒体转发，网友纷纷对方

斌的温情执法行为点赞。为表彰方斌的柔性执法、温情执法，景德

镇市公安局主要领导送奖上门，为其颁发全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

人员首个二级嘉奖。

“商贩们都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工作中都以劝导为主。”方斌

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番话，满是换位思考、相互尊重的贴心。网

友 评 论 说 ，正 是 一 个 个“ 方 斌 ”的 微 光 ，汇 聚 成 一 座 城 市 最 温 暖

的光源。

这是一次次郑重其事的表扬，它们源于多地多人拾金不昧的

道德坚守。

行善不分长幼，助人贵在自觉。近段时间以来，我省多地传出

拾金不昧的佳话：去年 12 月，宜春市袁州区珠泉小学学生张颖欣在

小区捡到装有 2000 余元现金和重要证件的钱包后，将其交给辖区

派出所警察；今年 1月，武宁县第六小学学生刘锦成、吴浩文在放学

路上发现一个装有一沓现金的红袋子，立即赶到学校附近的派出

所，将其交给值班民警；今年 1月，同在新余市北湖医院实习的护士

黄露和龙怡萍，在合租的房屋内打扫卫生时发现 11 万元现金后，选

择在第一时间联系房东和民警，让房东父母的遗产被及时发现并

得到合法继承。

这些助人为乐的好人，也充分感受到社会的善意：袁州区和武

宁县相关派出所的民警选择走进校园，上门向助人为乐的孩子颁

发奖状，号召更多同学学习他们拾金不昧的美德；新余市的房东给

两名拾金不昧的女生送去锦旗，并承诺减免一年的房租。

不啻微芒，造炬成阳。大张旗鼓地表彰和奖励身边的凡人善

举，有助于让美德的种子在每一个普通人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拔节

抽穗，引导全社会形成德者受尊、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感受每一束光的温暖，致敬每一束光的努力。省文明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我省已经建立了对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常态发布

机制，并积极帮助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解决实际困难。各地均通

过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志愿服务等方式，落实《江西省道德模范礼

遇帮扶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精神，充分彰显了省委、省政府对

先进典型的尊崇礼遇和关心关爱，营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

者有得、好人好报的浓厚氛围。

“3 月 28 日 和 29 日 ，我 们 分 别 在 南 昌 市 青 山 墓

园、西山万寿陵园的捐献者纪念园举行遗体器官捐献

者 清 明 追 思 活 动 。 截 至 3 月 ，我 省 共 有 22.5 万 人 登

记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成功实现遗体、器官及

组 织 捐 献 2161 例 ，挽 救 了 4200 多 名 器 官 衰 竭 患 者的

生命。”3 月 27 日，省红十字会有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作为全国首批 11 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省份之一，

我省自 2013 年正式出台实施《江西省遗体捐献条例》以

来，遗体器官捐献人数持续上升。捐献者中，有老红军、

公务员、教师、工人、农民……他们生前来自各行各业，

死亡对他们来说，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延续。

据统计，仅去年 3 月至今，登记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的人数就增加了 4万多。

近年来，在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行业推动以及社

会支持的大背景下，我省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取得巨大

进步。

“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可使心脏、肝脏、肺、肾脏等

器官进行移植，以前许多难以医治的疾病通过器官移植

将被治愈。”省红十字会有关人士说。目前，我省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遗体器官捐献工作机制，设立了针对捐献者

家属的人道救助基金，实现了省市两级捐献者纪念园全

覆盖，开展了红十字生命教育，遗体器官捐献工作得到

越来越多人的理解。

第 44 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省红十字会兼职副

会长邹德凤告诉记者，早在 2007 年，她就填写了志愿捐

献遗体申请登记表，并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并且，

每年清明期间的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活动，她都会带头

参加。

采访中，一些遗体器官捐献者和家属的故事令人

动容。57 岁的赣州红十字志愿者汪四春在赣州一家

医 院 病 逝 ，他 生 前 交 代 家 人 捐 出 自 己 的 眼 角 膜 和 遗

体 ，曾 经 无 偿 献 血 200 余 次 、参 加 公 益 活 动 1000 多 次

的他，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奉献；11 岁的丰城市男孩

蒋紫昌因病在南昌去世，在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

协调员的见证下，蒋紫昌的父母强忍悲痛，作出了捐

献蒋紫昌器官的决定；102 岁的老军医苏锦文在南昌

去世，遵照其生前意愿，他的妻子签下了遗体捐献执

行 确 认 书 …… 随 着 人 道 主 义 精 神 的 大 力 弘 扬 和 公 民

科学素养的不断提升，遗体器官捐献的观念逐渐被人

们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遗体器官捐献队伍，用人

间大爱让生命延续。

“铁牛”添动力 耕出“智慧田”
——我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的见闻与思考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耀文

人间大爱让生命延续
本报全媒体记者 黄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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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瑞昌市高标准设施蔬菜示范中心，工人正在采摘西

红柿。近年来，该市大力发展高品质设施瓜菜产业，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实现产业产量效益双提升。

特约通讯员 魏东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