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田建设】

4月7日，在淮北市濉溪县五沟镇庙

前村，种粮大户潘怀连根据手机上的

MAP智农管理系统的监测数据，对400

亩麦田中部分田块弱苗，组织喷施叶面

肥。如今通过智农管理系统，潘怀连不用

挨个田块查看，就能精准掌握农作物长

势，然后高效开展春季田管。

潘怀连种植的麦田隶属于中化现代

农业安徽有限公司濉溪中心，该中心在庙

前村流转6000亩土地种植小麦，并分包

给10户种植户进行管理。

“我们利用物联网技术，在6000亩农

田安装土壤温湿度传感器、田间微型气象

站、高清摄像头，远程采集农作物影像

资料及生长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再传

输至MAP智农管理系统。”中化现代

农业安徽有限公司濉溪中心经理时强强

表示，监测人员通过分析作物长势、营养、

病虫害等数据，筛查出问题区域，种植户

通过安装在手机上的这款App即可登录

查看，从而实现精准巡田、精准施肥、精准

施药，为春季田管插上“智慧翅膀”。

淮北市坚持“向科技要粮”，大力发展

智慧农业，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构建远程控

制、遥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绿色防控及

视频监控的智能物联网生产管理系统平

台，厚植服务现代农业的新质生产力，让

“藏粮于技”成为现实。

“目前，我们的智农管理系统服务已

覆盖淮北市6万多亩高标准农田，今年平

均亩产有望实现650公斤，较去年增产

50公斤。”时强强说。

笔者了解到，淮北市已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200万亩，部分高标准农田与智慧农业

实现融合发展，各种高科技、智能化农业机具

应用其间，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汇聚成满

满的“科技范”，助力春管跑出“加速度”，促进

田间生产不断提质，保障粮食丰产丰收。

淮北市农科院植保科科长刘伟介绍，

根据最新调查，该市小麦一、二类苗达234

万亩，占95.12%，比去年提高1.46个百分

点。虽受连续低温冰冻天气影响，生育进

程较去年稍晚，但苗情好于常年和去年

同期，特别是智慧农业下的高标准农

田，麦苗总体长势良好。 （吴永生）

高标准农田插上“智慧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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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技术】

我省全面开展飞防第三方监管
小麦赤霉病是国家一类农作物病虫害，我

省是赤霉病易发、频发、重发区域，严重影响小

麦生产。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我省

今年将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飞

防第三方实时监管，对无人机作业轨迹、飞行

高度、药剂浓度等科学评判，根据实时监管情

况及时启动补防，通过防治过程监管确保小麦

赤霉病防控效果。

全省各级将派出植保专家对防控效果进

行科学评估，采用县级自评、市级互评、省级抽

查和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方式，全面评价赤

霉病防控效果，总结经验、查找不足、研究对策

建议。同时，将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成效与评

优评先、项目资金分配挂钩，在全省形成比学

赶超的赤霉病防控长效机制。今年，省里还将

组织对各地招标采购的药剂实行统一抽样检

测，确保好药好效。

据悉，今年春季农业生产期间，全省将落

实植保无人机2万架，推广使用植保无人飞机、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现代高效植保机械防治

小麦赤霉病。省植物保护总站副站长何振辉

建议，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小麦赤霉病时要注意

执行技术参数，亩用水量为2升至2.5升，飞行

高度为小麦冠层上方1.8米至2.2米，飞行速度

小于6米/秒，新机型可适当调整。植保无人机

施药须使用自主飞行模式，同时添加飞防助

剂，配合稳定剂使用。

（安徽日报记者 许昊杰）

大棚西红柿
谨防三种“高温病”

青枯病 防治效果较好的办法是使用药剂灌根，如施用
DT加新植霉素或农用链霉素加生根剂。在使用药剂灌根
时，对没发病的西红柿可使用上述药剂进行保护性喷雾，对
已经发病死亡的西红柿植株，应带到棚外深埋，同时对土壤
进行消毒。并且，适当喷施一些植物生长调理剂或叶面肥，
可有效促进西红柿植株恢复生长。

枯萎病 与具有辛辣味的蔬菜进行轮作3～4年，如大葱、
大蒜等。选用无病种子或播种前用52℃温水浸种30分钟消
毒，或用0.4%的50%多菌灵拌种。同时，加强棚事管理，结果
后增加通风量，降低温度。发病初期施用50%多菌灵1000倍
液灌根，每株灌200毫升，每隔7～10天灌1次，连灌2～3次。

根结线虫病 加强田间管理，在西红柿生长期间，合理的
肥水措施可增强抗病能力。当根结线虫病发生后，应彻底处
理病残体，集中烧毁或深埋。处于生长中期的蔬菜可选用阿
维菌素加药肥或有机肥等防治。药剂防治，在播种或定植时，
穴施对症药肥、有机肥等，可控制根结线虫危害。另外，还可

在大棚休闲季节，使用石
灰氮高温闷棚或选用溴甲
烷等严格消毒。 （刘志）

霍邱县夏店镇——

“党建+网格”激活村庄自治活力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村庄“空心化”现象

日益严重，“无人管事”导致村庄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六安

市霍邱县夏店镇针对这种现状，充分发挥镇、村两级党组织

作用，通过搭建“党建+网格”平台，不断激活内生动力，让村

庄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一是管理精准到网格。全镇按照便于开展活动原则，

以自然村庄为单元划分211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党

员网格员，明确工作职责，常态化开展排查、帮扶和创建活

动，做到“凡事有人管”。

二是活动延伸到网格。全镇1600名党员志愿者结合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定期到网格内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

传教育、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法治教育、群众性移风易

俗文体演出等活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向村庄、集市等末梢

延伸，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到“无事有乐趣”。

三是村民议事到网格。每晚7点至9点，在村、组干部

主持下，村庄群众或在村口或在某户院子内，大家自带小板

凳，围坐在一起，喝喝茶、抽抽烟、谈谈心、议议事。大家敞

开心扉，你一言我一语，邻里纠纷如何解、红白之事怎么办

等一件件事关左邻右舍的烦心事、揪心事被迎刃而解，小小

“板凳会”解决了大问题，做到“有事大家议”。

夏店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基层难点和痛点，

用务实举措激活乡村活力，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注入源源

不断动力。 （金其华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4月3日，在肥西县花岗镇八里社区，

农机手张同仓驾驶着拖拉机在同村村民

周友财的“巴掌田”里，来回旋耕深翻。

“巴掌田”形状狭长，不够规则，难以

计算测量面积。旋耕一亩土地，收费在百

元左右。过去，农机手常常因为旋耕面积

与服务的农户发生纠纷。如今，张同仓丝

毫不用担心，他打开手机上的一个App，

就直接显示出他已为周友财等周边农户

旋耕了24.83亩土地。

“现在农机自己就能‘目’测面积，启

动20分钟后，手机App上即可显示作业

数据。”指着“稳坐”在拖拉机上的摄像

头、驾驶室里紫色终端数据盒以及手机上

的App，张同仓笑着告诉笔者。

2018年以来，合肥市开发上线了农

机社会化服务平台。肥西县通过政策激

励和示范带动，不断引导农机手使用平

台，帮助500多台大型农业机械安装智能

监测终端和智能化作业装备，让农机不仅

长了“眼”，还连上了“互联网”。

“终端摄像头监测记录下农机作业的

地块、轨迹、深度等信息，并通过北斗卫星系

统，将这些信息上传至后台进行计算。”在

肥西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科科长黄守

兵的电脑上，笔者看到，除了旋耕作业，该

平台还包括深翻、灭茬、秸秆还田、统防统

治、插秧、油菜播种等农机示范作业项目。

“针对不同的作业项目，拖拉机挂不

同的机具，终端也只需换不同的芯片，使

用成本并不高。”张同仓告诉笔者。由于

监测数据精确到厘米级，机器启动20分

钟后，他们就能查看作业效果，包括是否

是重复地块，是否达到作业要求，既方便

农机手及时纠错，也为农业农村部门提供

了发放作业补贴的依据，从而提高农业补

贴发放效率。

“农业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新技术、新

装备的推广应用。”肥西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大力实施“两强一增”

行动，以数字科技为支撑，积极推进“数字

农业建设”。

肥西县以上派镇、花岗镇为试点，积

极实施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加快城市数字

化、智能化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并借助

花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契机，大力推

行生产管理数字化应用，助力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 （丰静）

“互联网+”农机耕田更高效

智慧农业助增收

4 月 9 日，合肥

市肥东县桥头集镇

现代农业产业园，农

户在智能化蔬菜大

棚 里 管 护 丝 瓜 藤

蔓。该产业园以蔬

菜作为主导产业，通

过“公司+基地+农

户”及“基地+企业+

商超”的产销联建新

模式，打造智慧化数

字农业、订单农业，

促农增收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

王尚云 摄

“虫口夺粮”保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