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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入推进饲用豆粕减量替代
乡村造梦者陈如洁：仰望星空要扎根泥土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探究
以全链推进县域特色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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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十万里，十万好消息。”据《射阳日报》报

道：3 月 18 日，在江苏省射阳县临海镇同胜社区的高标

准农田，在专业人员调度下，植保无人机均匀精准地将

农药喷洒到麦田里，这种高效便捷的作业方式，让小麦

田间管理变得更加轻松。“往年人工喷药，作业时间长，

成本也较高。今年运用无人机作业，不到半天，400 亩麦

田作业就完成了，而且还省钱。”种粮大户徐志标说。

智慧农业让春耕跑出“加速度”。“以前什么时间喷

洒农药、喷多少，都是凭经验，现在哪块地多喷、哪块田

少喷，手机一看就知道。”种粮大户藏必亮说，他在农田

中安装了传感器，依托数字农业指挥调度中心提供的相关

软件，能够实时监测农田温度、土壤湿度、农作物虫情等

信息，可根据各类信息精准进行田间管理。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现代化设施农业”提出更

多科技、智慧农业发展规划和具体要求，聚焦了三大核心

任务即“两确保”“三提升”“两强化”。一方面，释放

出国家重农强农惠农的信号，着力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另

一方面，强调了科技在重农强农惠农的重要作用，以科技

赋能设施农业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发展方向，

意义深远。

李世民在《帝范》中说：“食为人天，农为正本。”

智慧农业的兴起，推动着我国农业迈向现代化，助力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智慧农业通过智慧云平台、物联网等智

能控制终端，降低种植成本，实现蔬果高品质、高效率种

植，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发展智慧农业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资源利

用、提升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推动农业现代

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智慧农业包括设施种植、设施畜牧、设施林业等多种

智慧农业结出“致富果”
文︱祁建

业态 , 如农业示范园区、现代农牧场等在国内外都有成功

案例，在国内如河北唐山花乡果巷就是田园综合体的特色

小镇，这些农业示范园区都蕴含着丰富的科技元素。

智慧农业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

正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智慧农业颠覆了传统农

业的诸多认知，传统农业以劳动力为主体，依靠主观经验

判断，使用大药、大水、大肥，虽高产但低价。而智慧农

业以智能装备为主体，依靠数据智能决策，精准高效绿色

安全，实现了优质优价、提质增效。

通过电脑、手机就能实时了解温度、土壤湿度、降

水量等情况，让果园的管护措施更加科学、精准、高效。

同时，智慧农业采用现代化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对水分

和养分进行一体化管理，实现水肥同步高效利用。立体栽

培模式不仅能有效节约土地资源，还能加快蔬菜的生长周

期，减少病虫害发生，增加产量，提高蔬菜的口感。相比

传统的育秧方式，精量育秧生产线设备的精准度更高，它

能够更精准地控制水、土、种子的用量，每公顷育秧成本

能够降低很多。

 如山东寿光实现了全链条数字化种植，引入华为等数

字龙头企业，建成占地 2.3 万亩的智能化园区，全面推动

全领域数字化、智能化，使寿光品牌元素遍及全国各地。

寿光利用科技手段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发展“科技

菜篮”，创新智慧渔场、智慧农场、智慧林场等向森林、

海洋要食物，多样化满足食物需求，让人民吃得饱、吃得

好、吃得安心。

 “春天是一首向上的歌，蓬勃勃洒满中华大地……” 

依托现代农业建设，将智慧农业技术和设施应用于农业

生产中，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推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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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特早茶交流领域，为纳溪特早茶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加油助力。

（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

我国持续加大涉种子犯罪刑事惩处力度
在 3 月 17 日开幕的 2024 中国

种子（南繁硅谷）大会上，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近年来我国

不断加大育种创新司法保护力度，以

及涉种子犯罪的刑事惩处力度。2023

年，全国法院新收植物新品种一审案

件 619 件，较 2022 年增长近 40%。

“知识产权保护是种业振兴和

繁荣的重要保障。”陶凯元说，过去

一年，我国法院持续提升涉种子案件

审判绩效，加大涉种子犯罪的刑事

惩处力度，不断优化种业司法保护机

制，以提高侵权代价，努力解决赔偿

低、举证难等问题。同时，通过发布

农资打假典型案例，从严整治假冒伪

劣市场乱象。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指

导各地法院结合本地种业知识产权

特点，发挥专门法院和专业法庭的特

色优势，探索合适的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模式。

2024 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

首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第四批

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

案例，以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加

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新华社 )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农田考察春耕备耕情况
3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常

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粮食生产万亩综

合示范片区，走进水稻田边，察看秧

苗培育和土地翻耕情况，并同种粮大

户、农技人员、基层干部和村民亲切

交流，详细询问春耕备耕等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好春耕备

耕，对于确保粮食丰产和粮食安全至

关重要。各地区各部门要压实责任，

确保春播面积，细化春季田间管理，

保障农资充足供应，强化农业社会化

服务，在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

度融合上下大功夫，落实好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充分

调动农民群众种粮积极性，为全年粮

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开好头、起好步。

（张晓松 朱基钗 新华社）

农业农村部 中国文联共同推出“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

关键一年。“大地流彩——全国乡

村文化振兴在行动”以打造“有影

响力传播力的管用平台”为抓手，

坚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部署了“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粮

安天下”农民公益培训、“爱中华

爱家乡”中国农民诗会、“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农民文艺作品展、“新

国潮”乡村优秀文化艺术展演、乡

村记忆工程、乡村文化地图发布、

乡村大讲堂、农耕农趣农味文化体

育活动、乡村文化产业创意大赛、

乡村文化艺术基地培育、全国乡村

文化艺术展演季十二项重点活动，

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全面加强

乡村文化保护传承，推动农耕文明

优秀遗产与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

促进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乡

村文化产业创新性发展。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四川省第十一届茶叶开采活动周启动
3 月 2 日，由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小康建

设研究会、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

协会指导，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泸

州市农业农村局和泸州市纳溪区人民

政府承办，以“纳溪特早茶   香飘全

世界”为主题的四川省第十一届茶叶

开采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泸州市纳溪

区中国特早茶城举行。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纳溪特早茶品

鉴会、2024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

纳溪特早茶经销商大会、首届中国·泸

州“纳溪特早茶杯”斗茶大赛等活

动，通过以茶会友，进一步扩大了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