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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宿迁市周朝阳出售：绿化树木种苗。

电话：13951095826

浙江省舟山市胡爱平出售：紫藤种子小苗。

电话：13515172620

河北省沧州市赵海龙出售：智能温室大棚控制器。

电话：15720240434

本版免费刊登各类涉农信息，欢迎刊登
联系电话：0551-62822776

【农品交易台】

安徽省六安市宋霞出售：六安瓜片、白茶等。

电话：15156465756

江苏省宿迁市胡爱珍销售：红花车轴草籽。

电话：18936917632

桐乡市永鸿苗木公司徐明松出售：供应强桑1-3号桑苗。

电话：13905834879

数字乡村暨智慧农业博览会开幕
6月5日，2024中国（南京）数字乡村博览

会暨第八届中国（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

在江苏省南京市开幕，本次大会聚焦农业产业

前沿和热点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全方位展现智慧农业及数字乡村产业全

业态。

其中，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参展企业展

示出最新的数字乡村技术和解决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数字乡村平台、网络基础设施、社会化

服务、普惠金融、数字人才培训等领域。围绕

智慧农业建设，各展区展现了“物联网+区块

链”、农业“AI+大数据”、无人化农场等最前沿

的农业科技，探索多种智慧种养殖模式应用场

景，进一步推动智慧农业相关产业链的融合与

发展，这些创新成果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

力和动力。

无人巡检植保车、无人巡检运输车、无人

大田智能灌溉闸门、智能巡检消毒机器人、大

吨位农业运输机器人……在展区内的一个无

人农场模型里，笔者看到所有农业作业场景都

实现了无人智能设备对人的代替。

“无人农场首先解决的就是劳动力的问

题，耕、种、管、收都可以实现无人化操作，以前

可能需要30多人管理的农场现在只需要2-3

人就可以。”展区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不只是

单纯在‘物’方面的智慧化，通过立体化感知设

备全面掌握作物长势、环境信息，由智慧大脑

结合作物生长模型全面分析现状，给出数字化

处方，完成农业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使得

农业经营、管理、服务等‘人’的方面的智慧化

是更核心的思路。”

在智慧农业发展峰会上，相关行业专家认

为，发展智慧农业、无人化或少人化农场，能够

有效破解传统农业粗放经营、竞争力弱、资源

利用率低、农民收入低等难题。

活动期间，参会嘉宾们同台献智，围绕着

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的热门话题、重点问题

展开深入探讨，分享各自的经验与见解。专

家们表示，智慧农业是形成农业领域新质生

产力的关键。发展智慧农业的目标任务是全

方位、多层次的，涉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

各个环节，希望各方能形成合力，围绕大数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互联网统计

等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融合应用，打造智能

化水平更高的农业生产数字化服务，提升农

业全链条数字化水平，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更

进一步。

（郭诗瑀 于涵阳）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走进东至县尧渡镇的

黄泥生态农场果园，红润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满

园散发出诱人的甜香。一到周末，果园里更是热

闹非凡，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现场体验采摘乐

趣、品尝新鲜桃子。

“今年天气给力，在桃树生长的关键时期，都

有雨水光顾，加上精心管护，这200亩桃子长势喜

人。保守估计，果园平均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

黄泥生态农场负责人韩路介绍，“我们总共选育了

30个品种桃子，现在成熟的主要是早油桃、小油

蟠、油黄桃等，其他品种也将陆续上市，一直持续

到10月初。”

尧渡镇农技站一直帮助本地果园提升管理水

平，指导果农采用增施有机肥、病虫害绿色防控、

修剪整形等技术，所产鲜桃果形端正、色泽艳丽，

富含维生素、铁、硒、钾等微量元素。韩路介绍：

“果园位于尧渡河上游，土壤肥沃，生态环境优越，

种植的鲜桃以果形饱满，皮薄肉厚，鲜美多汁远近

闻名，每年都有大量顾客前来采摘，现产现销。”

韩路还尝试在果树行间套种小麦、大豆等作

物，累计达到70亩，年增收预计6万元左右。除此

之外，今年还增设有烧烤区、垂钓区，果林中的散

养家禽和土鸡蛋也颇受游客青睐。

近年来，尧渡镇积极发展乡村休闲采摘业，依

托生态农业模式，构建“桃经济”“梨经济”“蓝莓经

济”等水果产业矩阵，重点打造集生态种养、旅游

观光、休闲采摘于一体的特色水果产业链，结合开

展各类文旅活动，打造农旅融合发展新样板。

据了解，东至县桃园面积现有3000余亩，预

计年产值超2300万元，桃产业成为全县农林特色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这个县立足自然

资源禀赋，坚持科技兴农、人才强农、品牌富农，推动水果、

茶叶、食用菌等特色产业上规模、提品质、塑品牌，同时加快

“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

（王超 冯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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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公

示，拟增加29个新工种和19个新职业，其

中不乏花卉经纪人、休闲露营地管家、食品

安全快检员等涉农工种。可以预见，这些

新职业、新工种在为求职者提供更多职业

选择的同时，也将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自2019年以来，我国新职业和新工种

的认定越来越频繁，与之相关的话题也总

能引起广泛关注。伴随城乡社会的转型发

展，当传统职业不足以满足市场上愈加多

元的用人需求时，新的职业赛道和职业工

作就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比如，近几年来

鲜花消费市场需求火热，与之相关的拍卖、

销售等产业迎来新机遇，在鲜花市场上奔

忙的花卉经纪人就成为了此次新增工种的

选择之一；乡村旅游日益火热，乡村休闲露

营受到很多年轻人喜欢，此次工种“上新”

便将休闲露营地管家纳入其中。

新被认定的职业和工种不仅对弥补

行业发展缺口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发

展来说也是如此。一来，新职业为就业者

提供了更多就业和转型机会，帮助他们打

开就业新空间，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比

如借着年轻人返乡创业热潮，近几年来多

地农村出现乡村咖啡屋等新业态，此次新

增工种咖啡烘焙师，就将这个新兴赛道推

向更多返乡创业者面前。二来，这也给相

关从业者鼓了一把劲。被官方认可的职

业工种不仅能提升从业者所从事职业的

社会认同度，还为他们享受国家有关政策

待遇打开一扇窗，能激发他们在工作上的

归属感，全心全意地投入事业中。

职业和工种“上新”背后是相关行业

展现出的强劲势头和发展前景，这意味着

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对于保持就业持续稳

定有重要作用。当前新职业和新工种的

公示内容还停留在职业名称、主要工作内

容等方面，下一步还需要相关部门做好解

释说明，规范认证标准、从业资格。长远

来看，还要从制定人才培养规范、完善用

人机制入手，让新职业新工种良性发展。

比如高校和职业院校可以通过改革创新

培养计划，根据新动向培育好适配的人

才，相关部门亦要为劳动者选择新职业、

学习新技能提供专业指导帮助。

还要注意的是，花卉经纪人、休闲露

营地管家等涉农新工种与乡村发展息息

相关，有关部门在培养相关人才时要更好

了解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同时为专业人才

在乡村发展提供良好的成长机制和工作

环境，吸引更多人才愿意来到乡村，成就

与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双向奔赴”。

（胡聪）

成就涉农工种“上新”与乡村发展的“双向奔赴”

近日，池州市新农人协会成立大会暨

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青阳县召开，池州市副

市长李军出席并为协会揭牌。省农业农

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省新农人协会

负责同志应邀出席，池州市、所属县农业

农村局负责同志以及省新农人协会副会

长、秘书长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池州市新农人协会

章程（草案）》《池州市新农人协会会费标

准及管理办法（草案）》和协会第一届理事

监事人选。池州市九华府金莲智慧农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淑英当选池州市新农

人协会会长。省农业农村厅合作经济指

导处负责同志对新成立的池州市新农人

协会表示祝贺，并希望协会围绕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重大部署当

好参谋、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推产业发

展，帮助企业成长。

李军要求，协会要把握机遇、乘势而

上，在新起点上扛牢新使命；要守正创新、

与时俱进，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要凝

聚人心，汇聚力量，在新发展上开创新未

来，为加快走出具有池州特色的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之路作出更大贡献。

省新农人协会已在去年10月成立，

是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下成立的高规格

社会团体，是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关键节

点组建的年轻化、高学历、专业化农业人

才联合组织。各市也在积极筹建市级新

农人协会。截至目前，宣城市、黄山市、亳

州市、池州市等4个市，五河县、金寨县、

芜湖市湾沚区3等个县（区）已成立新农

人协会，会员所涉领域包括农村电商、农

旅文化创意、高素质职业农民、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种类型，涵盖种

植、养殖、加工等新兴涉农产业，会员平均

年龄不到40岁。

（迟勋）

池州市新农人协会成立

6月9日，游客在

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

张楼村油葵种植基地

游玩。近日，淮北市

相山区渠沟镇张楼村

油葵种植基地的葵花

竞相开放，金黄色的

花海吸引游客前来观

赏游玩。近年来，淮

北市相山区坚持农旅

融合发展，大力发展

生态观光农业，带动

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万善朝 摄

芬芳夏日葵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