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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5G技术 辣椒播种收获不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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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摘一亩地的辣椒需要8个人，现

在1台车 1天的工作量可代替800个人干

活。”近日，河南益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益民控股公司”）总经理王偌飞向笔

者介绍，使用5G技术后，从辣椒播种到收获

都不用发愁。

据介绍，益民控股公司今年流转4000多

亩地，并带动10000多亩示范种植。种、管、

收全过程使用安装在田间地头的传感器发回

数据，由数字模型终端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

管理、收获自动化。

“用5G技术种辣椒，不仅降低了成本，还

实现了增产增收。”站在辣椒田里，王偌飞告

诉笔者，用5G技术种辣椒，是指通过5G网

络，将多功能气象站、水肥一体机、近地遥感

无人机等物联网设备数据上传至大数据平

台，实现辣椒从种到收全流程自动化。

据了解，这家总部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河南省航田产业园的企业今年

自种辣椒 4000 多亩，帮助农户托管辣椒

7000多亩。据河南农业大学等单位专家现

场测产结果显示，用5G技术种出的“智慧辣

椒”，鲜椒平均亩产759公斤，增产30%以

上；坏果率降低40%以上；水、肥、农药、人

工等成本降低约50%；每亩经济效益预计提

高35%以上。

2019年，王偌飞从深圳回乡创业。经过

几年的努力，如今，益民控股公司围绕“种、

管、收、加、储、销、服”七大环节，成功打造了

“数字辣椒”产业模式，可实现播种收获机械

化、种植过程管理数字化、加工储存智能化及

交易线上线下一体化等。

王偌飞说，公司的目标就是将辣椒产业

数字化进行到底，通过数字赋能、科技引领、

模式创新，实现辣椒产业体系的重构，促进产

业高质量发展，把公司打造成为中国数字农

业领先企业，带动农户、村集体和返乡创业青

年共同发展，引领河南省乃至全国辣椒产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凌志） 安装在田间地头的传感器。

笔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根据2023年度安徽省

农田建设任务部署，今年全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200万

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10万亩，统筹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25万亩。

高标准农田新建项目坚持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

标，优先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产

粮大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同时，优先安排在大中型灌区范

围内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支持脱贫地区、革命老区、

皖北地区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应相对集中，单个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模，原则上平原地区不低于3000亩，

丘陵山区不低于1000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重点

选择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范围内建设标准偏低、设施不配

套，工程年久失修、损毁严重，粮食产能达不到国家标准的

高标准农田。 (张玉芳)

我省今年新建
200万亩高标准农田

近日，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李鹊镇黄

河三角洲高端优质粮食智能示范区项目施工

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智能农业管理平台进

行安装调试。“这套系统一键操作就能实现粮

食从种植到收获的全过程智能控制、集约化

管理、规模化种植，比原来农户分散种植更省

劲、更安全、更高效。”李鹊镇农业农村工作办

公室主任牟效伟介绍说。

广饶县李鹊镇充分利用土地、水源等基

础资源优势，实施1万亩黄河三角洲高端优质

粮食智能示范区项目建设，积极探索高效化、

集约化、体系化粮食安全发展模式，稳定粮食

生产，提高粮食品质。项目按照农业全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思路，建设“耕播、水肥、植保、

收获、仓储”五大智慧操作系统和一个智能农

业管理平台，通过手机“一键操作”，即可实现

粮食全产业链自动化作业。

项目建成后，通过数字化田间管理技术，

预计节省人工90%以上、节水40%以上、节肥

15%以上，优质小麦、玉米年产量可达到3000

万斤，在全市率先实现“吨半粮”目标，为中粮

集团、香港南顺等企业提供订单式优质小麦、

玉米，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在广饶县，不仅是粮食种植，智慧农业设

施在蔬菜种植方面也得到广泛应用。“这个数

据平台可以收集二氧化碳、水土、墒情、空气

温度、湿度等数据，为整个种植过程提供了非

常科学直观的数据指导，让我们能够高效绿

色地种植蔬菜。”广饶县张守凤家庭农场农场

主刘超介绍，依托智能管理、水肥一体化等农

业设施，农场规模达2100亩，带动周边1000

余户群众共同致富。

近年来，广饶县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构建

“大数据+网格化”管理体系，让农业生产管理

更高效、高质。推进全县家庭农场高质量发

展，深入开展农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组织实施总投资20亿元的28个产业升级项

目，被评为省级现代农业强县，获得1亿元财政资金支持。

加快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兴农、品牌强农战略，全

县拥有省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10个，打造“三品一标”

农产品224个，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聂义山 刘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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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葡萄一年多次结果，提前或
延后成熟，延长市场供应时间，获得较
高的经济效益，于是很多果农开始进
行温室葡萄种植。但由于温室葡萄生
长空间有限，影响了葡萄的品质和产
量。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认为葡萄在保
护地内采用矮化整形修剪技术比较适
宜，可以矮化树体，更好地通风透光，提
高品质，增加产量。现把这种整形修剪
技术介绍给大家，以供参考。

抹芽定枝 定植成活后进行抹芽定
枝，当芽长l-3厘米时，每个芽眼选留1

个饱满、较大而扁的芽留下，其余全部
抹掉，称抹芽。待选留芽长到4-5叶时
进行定枝，选择靠近基部的两个新梢进
行培养，其余枝条疏掉，称定枝。

摘心 新梢向上生长的同时，每个叶
腋间又会长出副梢，当副梢长出2-3片
叶时摘心，新梢长到13-15片叶时摘心，
摘心后再长出的副梢，留3-4片叶摘心，
这样反复进行直到叶落不长为止。

枝蔓引绑 新栽葡萄当年新梢长到
30厘米时，就要及时引绑，以防风折。用
麻绳、马蔺或稻草把蔓绑结实，但要留出
枝条加粗生长的空间。绑蔓时还要掐去
卷须，防止交叉缠绕和浪费养分。

冬剪 在落叶2周后到埋土防寒前
进行修剪，严禁在伤流期修剪。修剪

前，应首先把结果枝与预备枝分开，结
果枝的位置应当比预备枝的位置高一
些，这样才能达到树形矮化的目的。修
剪时，把靠树体上边的新梢留0.5-1米
长，剪去所有的副梢，留下的部分叫结
果母枝；靠上边的新梢留2-3个芽子后，
剩余部分剪掉，留下部分叫预备枝。

掐穗尖 在第二年春季，在结果母枝
第5-9个芽子处最易形成花芽，下端1-4
个芽子很少形成花芽，即使形成花芽也
应掐去花穗，在预备枝上也不允许有花
穗，一旦发现，一律掐去，只留两个新
梢。这两个新梢的修剪与头一年的那两
个新梢修剪的情形一样。结果母枝上的
结果新梢在花穗形成前5天，在花穗以上
7-8片叶子处摘心。 （李叶新）

温室葡萄修剪技术要点

“这个技术对喷头设施的控制要求

比较高。”近日，在安徽青优雾耕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的“鸟巢”大棚内，负责人胡

英波指导技术员开展无土栽培蔬菜的

水肥管理。

去年初，青优雾耕公司入驻利辛县

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主要发展无土

栽培生菜、圣女果、黄瓜等蔬果产业，预

计年产值870万元。

“我们基地由12个600平方米的

‘鸟巢’生产仓、1个2600平方米的快繁

中心和若干联动‘鸟巢’大棚组成。”胡

英波告诉笔者，大棚无立柱，操作面积

大，更抗风、抗雪、抗压，同时因为大棚

顶部是弧形的，具有虹吸效果，温控效

果更好。“通过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智能

化种植，发展垂直化农业、工厂化农业，

打造绿色安全高效健康的‘菜篮子’。”胡

英波说，大棚内蔬菜都悬挂在空中生长，

还有很多立体苗床，幼苗移栽在苗床上

的小孔中，逐渐长成蔬菜。“苗床上整齐

划一的小孔就像蜂窝一样，瓜果蔬菜的

幼苗就放置在小孔里，通过先进的技术，

实现无土、无害、绿色、全年全天候批量

生产，成为‘植物工厂’。”胡英波说。

“每个泡沫板底下都有数十个喷

头，电脑通过操控这些喷头来供给蔬菜

营养液。”胡英波打开梯形板，笔者看到

喷洒出的水肥成滴雾状，蔬菜发达的根

系笼罩在水雾中，“喝”着营养液。

“梯形板底下有感应片，技术员根

据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输入合理参

数后，电脑就会自动操控喷头喷液，水

肥直接喷洒到植物根系，实现了电脑精

准化控制养分。”胡英波说。

近年来，利辛县积极培育科技创新

主体，推进高效设施农业基地、智能温

控大棚、智慧农场等项目建设，在该县

城北镇规划4.2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

积极引进科技含量足的农业企业，以绿

色果蔬为主导产业，促进先进技术引入

园区。 （武长鹏 韩璞）

蔬菜大棚升级“植物工厂”

订单鲜花生产忙订单鲜花生产忙

1 月 8 日，在当

涂现代农业示范区

广美园艺花卉苗木

基地里，花农正在整

理、打包准备供应节

日 市 场 的 订 单 鲜

花。传统佳节春节

将临，该县花卉生产

基地里一片忙碌，花

农们提前筹备，忙着

管护各类鲜花盆景，

备战春节花卉市场。

王文生 王苗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