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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出发才能大有作为”“既不能无所

作为，也不能揠苗助长”⋯⋯这是记者在调研

采访中听到最多的句子，这既展现了贵州各地

在发展智慧农业上的潜力和信心，也吐露了部

分人的担心。

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技术

广泛应用，智慧农业成为增强农业竞争力的有

效途径，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要有“等不起”的紧迫感。

当然，也不能好高骛远，搞脱离发展阶段

的“政绩工程”。有些现象就值得引起重视。例

如，有的地区为了追求规模化经营，强迫农民流

转土地经营权；有些地方把各种现代设备“堆”

在几个大棚里，自成体系，智慧农业项目与传统

农业“两张皮”，对农业发展无实质帮助⋯⋯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管农业的“前缀”

是什么，也不管农业发展到何种阶段，尊重农

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都是农业发展的初心

和使命所在。发展智慧农业，也得从农业农村

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能让农民最终失去

土地、丢掉工作，也不能因一时的短板和不足，

对现状听之任之，最终丧失转型升级主动权，

让农业受损、农民遭罪。

发展需要循序渐进，发展智慧农业也一样。

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心胸和境界，一茬接着一

茬干，少些短期算计，多些长远考量，做足基础

功课，合力推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

以贵州为代表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农业

现代化上面临着很多困难，需要走一段更加漫

长的道路。但后发地区也有后发优势，积极借

鉴发达地区已有经验，结合自身实际高标准谋

划、系统化统筹，就有

可 能 后 发 赶 超 、后 来

居上。

山区发展智慧农业要花多大力气
——贵州智慧农业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秉泽吴秉泽

实 事 求 是 谋 发 展实 事 求 是 谋 发 展

贵州毕节市七星关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贵州毕节市七星关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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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州黔西市文峰街道马厂社区黔西市文峰街道马厂社区的蔬菜产业基地里的蔬菜产业基地里，，群众群众在移栽辣椒苗在移栽辣椒苗。。 刘刘 青青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55GG、、大数据大数据、、物联网⋯⋯这些耳物联网⋯⋯这些耳

熟能详的新技术熟能详的新技术，，正在影响经济生正在影响经济生

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农业领域他在农业领域他

们也非常活跃们也非常活跃。。数字化的智慧农业数字化的智慧农业

近两年更是成为农业发展的风口近两年更是成为农业发展的风口，，

农业全产业链正在被重塑农业全产业链正在被重塑。。

智慧农业到底长啥样智慧农业到底长啥样？？各地的各地的

探索又遇到了哪些问题探索又遇到了哪些问题，，有什么思有什么思

考考？？经济日报记者深入贵州经济日报记者深入贵州、、安徽安徽、、

重 庆 等 有 特 点 的 省 份 进 行 采 访 调重 庆 等 有 特 点 的 省 份 进 行 采 访 调

研研，，逐一展开报道逐一展开报道。。

贵州贵州，，高原山地居多高原山地居多，，迫切需要迫切需要

发 展 智 慧 农 业发 展 智 慧 农 业 。。 山 区 发 展 智 慧 农山 区 发 展 智 慧 农

业业，，该从哪里下手该从哪里下手？？贵州积极探索贵州积极探索

““大数据大数据++””农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新农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新

路径路径，，智慧农业崭露头角智慧农业崭露头角，，但发展中但发展中

碰到的问题和困难也不容忽视碰到的问题和困难也不容忽视。。

“土壤水分多少，光照强度多少，在手机上就

能看。”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米箩镇润永恒

猕猴桃种植基地，管理员胡良帮通过手机，就能

对基地的生产情况一清二楚。打开胡良帮手机

上的智慧农业云 APP，页面上跳动着基地各个分

区的监测数据，这些数据都是通过安装在基地里

的传感器收集而来的，实时更新。

2016 年，润永恒猕猴桃种植基地建设物联

网，将智慧型虫情测报系统、农业小气候监测

系统、生态远程实时监控系统和节水灌溉 （自

动喷滴灌） 合为一体，这让胡良帮切身感受到

智慧农业的高效便捷，“现在一键启动，就能自

动喷水，以前可得背水灌溉。”记者了解到，通

过智慧农业物联网，润永恒猕猴桃种植基地每

年可节约人工成本 36.5%，农产品产出及品质增

效 20%以上。

像润永恒猕猴桃种植基地一样，近年来在贵

州，智慧农业的身影越来越多出现。贵州地处我

国西南腹地，山高坡陡，加之交通不便，农业一直

延续着传统的小农经济。玉米、马铃薯是农业种

植的“主力军”，“农村祖祖辈辈种玉米、样样都有

样样都不成规模”是贵州农业长期的写照。在这

样的山地省份，智慧农业到底能改变什么？

基础条件具备

对贵州这样的传统农业小省而言，发展智慧

农业有着现实的迫切需要。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大多进城务工，留在农村的人难以独立完

成传统农业生产全过程，迫切需要寻找新出路。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农业

生产条件的改善，贵州已具备在局部地区推行农

业机械化信息化、发展智慧农业的条件。

近年来，贵州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大为改

善，农村公路实现“组组通”，饮水安全得到保障，

行政村 100%通宽带、100%通 4G 网络，农村通信

网络覆盖水平迅速提升，这些都为智慧农业发展

奠定了信息技术基础。此外，农村劳动力数量减

少也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创造了条件，大量因为农

户外出务工而闲置下来的土地通过多种形式被

集中起来，为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基础。贵州还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农产品冷链初加

工、仓储、交易、配送体系，农业效益进一步提升，

为智慧农业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此外，对外交

通的改善方便了贵州农产品快速进入目标市场，

为智慧农业发展奠定了产业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近年来还加大对外出

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帮扶力度，吸引了一批年轻

人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带来了新观念，

掌握了新技术，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带头人。”六

盘水市水城区农业农村局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主任李真进告诉记者。

现实的需要，加上有利条件支撑，使得贵州

不少地区都在智慧农业项目上展开探索。

记者在贵阳市了解到，当地先后在猕猴桃、

马铃薯、茶叶等生产基地试点开展农业大数据应

用，推广部署环境实时监测系统，实现环境实时

感知和控制，提升了生产管理的便捷化、精准化

水平；还建成了“果蔬生产管理信息服务平台”，

具备生产数据分析、产地准出管理、检测数据自

动上传、标签自动打印等功能，不断推动智慧农

业取得突破。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全县

20 万亩标准化蔬菜基地的生产数据、现场视频

数据、实时环境数据均实时汇集到当地的蔬菜产

业大数据平台之上，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和监

管提供数据基础。“通过对农业资源数据的汇总、

梳理及分析，我们对产业上下游的了解更为全

面，为农业产业布局、物联网、质量安全、价格监

测提供了重要支撑。”该县农业农村局蔬菜工作

专班工作人员陈红告诉记者。

尚处启蒙阶段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总体而言，贵州的智慧

农业仍处于启蒙阶段，起步晚、规模小、水平低，

是贵州智慧农业当前的主要特点。

贵州的地形条件和气候不利于现代农业发

展。贵州 92.5%的面积是山地和丘陵，素有“九山

半水半分田”之称，缺少平原地形支撑，当地面积

达 500 亩的坝子就算是难得的平地，仅占全省耕

地面积的 7.2%。农业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难

以大面积推广，即使是修建水、电、路等农业基础

设施也要付出更高成本。“在贵州山区铺设喷灌

等农业基础设施，成本是平原地区的 3 倍左右，

构成也更为复杂。”贵州航天智慧农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吴世海告诉记者。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山地气候也对

农业生产有着影响。一方面，丰富的山地立体气

候造就了当地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为贵州发展山

地特色农业提供了条件。同时，复杂的山地立体

气候也产生诸多“烦恼”。“智慧农业需要结合不

同气候、水温等条件构建不同作物生长模型，而

贵州复杂的地形气候条件增添了构建生产的复

杂性，增大了投入成本。”吴世海告诉记者，贵州

发展智慧农业需要付出更大的物力和人力。

同时，贵州农业科技水平相对不足，尤其是

数字化水平不高，间接影响了智慧农业数据的发

展。“即使同一种作物，最优的生长环境在不同的

地形、气候条件下是不同的，这些数据需要科技

人员通过实验才能获取。”吴世海告诉记者，他们

与农业科研机构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农业数据大

多比较粗放，缺少全流程记录作物生长信息的数

据，使得构建生产管理模型成为空中楼阁，不得

不把研发中心设在上海等地。

此外，发展智慧农业在设施设备上一次性投

入大，也让不少市场主体望而却步。“虽然从长期

来看，发展智慧农业有利于提升管理水平、降低

生产成本，但现实的资金压力打消了不少企业的

积极性。”吴世海说，企业投在智慧农业上的资

金，相当于把 5 年甚至 10 年的农民工工资一次支

付了，“占用资本太多”。

贵州农业的日用工成本目前普遍在 80 元到

120 元之间，即使是特殊时期略有上涨，相对于东

部地区仍有一定优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

农业经营主体采用农业自动化、智慧化设备的热

情。此外，贵州农业总体仍“靠天吃饭”，抵御自

然风险的能力较弱，一遇到自然灾害极可能让前

期投入“打水漂”，这使得农业经营主体对智慧农

业的投入显得格外慎重。

贵州农业规模不大，也是影响社会资本进入

的因素之一。产业规模小影响企业、研究机构研

发推广适合贵州生产实际的产品。“市场小了，导

致产品成本降不下来，单价高又反过来影响市场

推广。”吴世海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贵阳

的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涉及智慧农业整体解决方

案提供、核心装备及技术研发等，但其在贵州省

内的业务量仅占全部业务量的 10%左右。

社会资本不愿投，财政资金也难以形成规模

投入。六盘水市水城区筹划搭建一个全区农业

农村大数据中心，不仅能给每块土地精准画像，

农民还可通过该平台实现政策咨询、生产技术指

导等服务，农业管理部门可实时掌握农业生产数

据，进而更好实现农业决策。“该项目资金主要来

自各种项目资金的整合，财政缺少专项资金支持

智慧农业发展，在编制预算时就没有这个支出目

录。”李真进告诉记者。

贵州省总体财力在全国处于靠后位置，每年

能投入到农业发展的资金相当有限。记者采访

了解到，从投入方向来看，除了保障粮食安全外，

以水利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

产业结构调整等，还是贵州农业投入的主要内

容，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智慧农业发展

的基础，是当下最为紧迫的事情。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智慧农业至今还未能成

长为贵州农业的主流，只能在局部形成示范点。

发挥后发优势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贵州农业的未来在技

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智慧农业是贵州农业转型

升级的必然方向。

“虽然我们起步晚，但有后发优势，只要我们

规划得当，咬定目标不放松，就一定能实现预期

目标。”贵州省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劳动力价

格优势减退，智慧农业会不断壮大。”织金县农

业发展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江告诉

记者，贵州应结合发展阶段实际，尽早制定出

台全省智慧农业发展长期规划，一步一个脚印

地实施下去，“关键要有长远谋划，保持战略定

力，一茬接着一茬干，不能‘翻烧饼’，来回折

腾。”李江说。

农民是发展智慧农业的主体。“推动智慧农

业发展，必须要有一批懂市场、会技术的新型农

民，沉下心扎到农业中来。”李真进认为，既要加

强对农民的培训，也要进一步完善帮扶政策，鼓

励、引导外出青年回到农村，甚至是城市青年投

身到农村来。

产业发展最终靠市场产业发展最终靠市场，，参与其中的个体也要参与其中的个体也要

增强市场意识增强市场意识。。有关专家认为有关专家认为，，贵州智慧农业的贵州智慧农业的

发展壮大离不开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离不开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市场主体

来推动来推动，，要培育一批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要培育一批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尤其尤其

是不断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是不断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让他们真正成为市让他们真正成为市

场主体场主体，，从而让社会资本愿意与农民合作从而让社会资本愿意与农民合作”。”。

政府则需要在服务上下功夫政府则需要在服务上下功夫。“。“我认为我认为，，相关相关

部门可考虑从三方面来推动智慧农业发展部门可考虑从三方面来推动智慧农业发展：：一是一是

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农业机械为农业机械

化化、、信息化发展奠定基础信息化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创造可预期的发二是创造可预期的发

展环境展环境，，稳定各方预期稳定各方预期，，让各方面愿意投身到农让各方面愿意投身到农

业发展中来业发展中来；；三是在基础科技研究和农民培训上三是在基础科技研究和农民培训上

下功夫下功夫。”。”吴世海告诉记者吴世海告诉记者。。

目前来看目前来看，，对贵州而言对贵州而言，，还得在用好大数据还得在用好大数据、、

推动大数据与农业融合发展上下功夫推动大数据与农业融合发展上下功夫，，把首个国把首个国

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优势发挥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优势发挥好，，打通生打通生

产产、、销售等数据之间的壁垒销售等数据之间的壁垒，，让生产让生产、、销售相互促销售相互促

进进、、相得益彰相得益彰，，使农业生产更使农业生产更““智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