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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 农 业 图 景 是 啥 样
——黑龙江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调查

本报记者 吴 浩

无人驾驶插秧机插秧，田间机

器人巡田，地下各类传感器遍布，空

中植保无人机飞行，“北斗导航+农业”

广泛应用，一块块大屏幕显示农田各类

信息⋯⋯在我国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

无人化智慧农场正刷新人们的认知，感叹

历经千年的农业也能变得如此现代化、智能

化，充满“科技与狠活”。

到 2025 年建成 20 个万亩级的无人化智慧农

场，黑龙江省已经提出了发展目标。不过这毕竟

是新鲜事物，人们不禁要问：无人化智慧农场具

体是什么？为什么要建？要怎么建？还面临哪

些困难和挑战？盛夏时节，记者走进黑龙江粮食

主产区的田间地头寻找答案。

先行先试积极探路

7 月中旬，三江平原稻浪滚滚，满眼的稻田

绿令人心旷神怡。走进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

司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里智能灌溉闸门、水稻

叶龄诊断仪、田间气象站等智能设备一应俱全，

这是无人化智慧农场从视觉上带来的直观景象。

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无形的 5G 智能网络覆

盖在广袤的田野上。从智慧水利灌溉到人工智

能病虫害监测，从变量施肥到作物生长环境实时

调控，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与智能

化，物联网、大数据等尖端科技在农业生产中得

到应用，极大地减少了人员依赖，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率。

2018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荒建

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考察时说，“农业要振兴，

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早在 2016 年，七星农场

就率先在黑龙江垦区开始智慧农业的探索。经

过 8 年探索，七星农场在国内建设了首个不间断

作业的百亩智慧农机智能管控试验基地、1000 亩

规模的无人化示范基地、单个集群 15000 亩水田

智慧农场推广区。

“我们通过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5G、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

设施、装备、机械等的远程控制、全程自动控制或

机器人自主控制。无人驾驶插秧机插秧、无人机

植保、无人联合收割机收获、自动闸门灌溉等在

示范区内都可以实现。”七星农场副总经理李振

宇说。

北大荒集团作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国家

队”，在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上起步较早。在建

三江区域内，胜利农场和红卫农场今年也被北大

荒集团纳入万亩级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试点，分

别在旱田农业和水田农业领域开展智慧农业的

先行先试。

位于双鸭山市饶河县的胜利农场，打造了核

心面积 900 亩、辐射面积 10000 亩的智慧农业先

行示范区，进行大豆、玉米轮作。在核心区内有

小型智能气象站、土壤墒情仪和自动虫情监测仪

等 7 大类 27 台（套）物联网设备。

“我们重点在旱田智能农机改装上发力，目

前已改造收割机、拖拉机、喷药机等智能化农机

装备 15 台（套），搭建了智能农机管理指挥中心

云平台。同时利用田间智能设备收集作物生长

全程数据，通过对积温、土壤墒情、虫害等数据分

析，及时科学地展开田间管理。未来，在智能无

人农机改装和研发中，还将继续加大投入力度。”

胜利农场智慧农业先行示范区技术员刘猛说。

与胜利农场相邻的红卫农场，从 2019 年开

始在水田智慧农业上发力，打造了一块总面积

3600 亩的智慧农业水田先行示范区。站在观景

台上，3600 亩地被分成多个面积均匀的格子田，

每个约 15 亩，秧苗长势良好，反映“智慧农业”图

景 的 立 体 稻 田 画 映 入 眼 帘 ，成 为 一 道 亮 丽 风

景线。

“无人化智慧农场着眼‘谁来种田、如何种好

田’等问题，目前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我们通

过建设示范区以点带面，先行先试智慧农业技

术，积累经验，探索模式，摸着石头过河，要蹚出

一条路子来。”红卫农场智慧农业水田先行示范

区主任于海铭说，要通过耕、种、管、收的全程数

字化、精准化、智能化及无人化，打造出发展样

板，为北大荒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农业进行有益

探索。

“无人”还是“无人化”

黑龙江为何要建设无人化智慧农场？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压舱石”，全国每 9 碗饭中就有 1 碗来自黑龙

江。担负着重要责任的黑龙江，也具备发展智慧

农业的优良条件，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程度较

高。通过加速推进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无

人化为标志的智慧农业，能够加快形成农业新质

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更好地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不久前，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

长梁惠玲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提出，拓展规模化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到

2025 年建成 20 个万亩级无人化智慧农场。

无人化智慧农场，到底需不需要人？是不是

该叫“无人智慧农场”？

现实中，对于无人化智慧农场还存在一些理

解偏差。东北农业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东北智

慧农业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苏中滨向记者解释

道：“智慧农场建设永远不可能离开人。无人化是

尽量少用人，通过构建起完善的农业智慧大脑，在

处理各种数据基础上进行自主学习、自主决策，将

劳动力从繁杂的农事生产中解放出来，从‘凭经

验’种田迈向‘凭数据’种田，通过智能农机农具应

用，实现耕种管收全过程少人化、无人化。”

作为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排头兵”，北大荒

集团近年来也是在积极探索智慧农场建设。集

团已经为垦区 4800 万亩耕地、26 万个地块、56 万

种植户、68 万台农机建立了数字“身份证”，超过

半数农场使用传感器采集数据，基于获取的数

据，建设了资源资产图、作物分布图、土壤肥力图

等分析决策系统，为农场田间精细管理提供科学

“处方”。

从 2020 年以来，北大荒集团先后启动建设

三批 28 个数字农场试点和 3 个数字农业创新应

用基地。探索建设以农机自主作业为主的智慧

农场，目前已建设七星、胜利、红卫等 16 个无人

驾驶试验示范农场，实现了农机远程控制、自主

路径规划、自主作业、多机协同、智能避障和自动

转弯等功能，年农机自主作业面积达 1.3 万亩次。

为了实现一部手机管生产，北大荒数字农服

APP两年前上线，成为垦区种植户必备“武器”。该

平台集成了土地托管、农贷助手、农机调度、农业保

险、农业补贴等 10 项“一站式”农事服务功能。目

前，平台注册用户超过 59万人，累计线上贷款超过

200亿元，农机补贴发放超100亿元，农机调度作业

超亿亩次，平台年资金交易近500亿元。

“智慧农场要从全程机械化到少人化，再到

实现作业和管理过程的无人化，从技术层面、管

理层面都需要一个复杂及漫长的过程。”北大荒

集团科技信息产业部副总经理白雪告诉记者，北

大荒集团就是要以智慧农业关键技术为牵引，场

景创新为基础，打造科技驱动产业发展的策源

地、协同创新和引领示范的新高地，蹚出一条特

色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道路，支撑黑龙江率先实

现农业现代化。

目前，业界在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上也达成

了一些共识。真正的无人化智慧农场要突破数

字化感知、智能化决策、精准化作业和智慧化管

理四大关键技术，实现耕种管收生产环节全覆

盖、机库田间转移作业全自动、自动避障异况停

车保安全、作物生长过程实时全监控和智能决策

精准作业全无人五大基本功能。

“无论哪一个环节，传统农民都很难做到，需

要更多热爱智慧农业的‘新农人’加入其中。人

才短板，是目前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的最大瓶颈

所在。”李振宇对此深有感触，农业人才不懂智慧

科技，懂智慧科技的人不懂农业，推动“农业+科

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存在不少困难，但

探索智慧农业建设的脚步从未停歇。

形成合力应对挑战

在七星农场，年过六旬的种植大户张景会承

包 了 360 亩 水 田 ，由 于 年 龄 原 因 ，只 能 雇 人 种

田。每年插秧季，一名插秧机司机每天人工费高

达 700 元，对张景会来说，

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 现 在 插 秧 机 上 运 用

北斗导航辅助直行技术，

秧 苗 插 得 更 加 齐 整 。 同

时，还能根据地块肥力情

况，一边插秧，一边变量施

肥，种地是越来越省力、越

来越智慧了。我看到农场

试验无人驾驶插秧机，希

望能够早日用上，能省去

一大笔费用。”张景会看到

了无人化的好处，对无人

化 智 慧 农 场 建 设 充 满

期待。

记 者 了 解 到 ，在 插 秧

机上运用北斗导航辅助直

行，已经在垦区和地方得

到推广应用，深受种植户

欢迎，但无人驾驶插秧机

的应用，还停留在试验地

块。在七星农场智能农机试验田，北大荒智慧农

业农机中心高级主管刘建国指着眼前一块几十

亩的水田告诉记者，无人驾驶插秧机的试验就在

这个地块进行，一年要进行几十次试验。

“无人驾驶插秧机目前已经可以实现自动出

库入库，按照规划路径到指定地块作业，也解决

了自动掉头等困难问题，但机器设备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还需要进一步试验，才能不断发现问题、

改进机器。”刘建国说。

实际上，即使无人驾驶插秧机试验成熟了，

也面临推广难题。“改装一台插秧机，装上北斗导

航辅助直行系统，最初需要两三万块钱，现在只

需要几千块钱。由于插秧效果好，农户能接受。

要是使用无人驾驶插秧机，一台得比普通插秧机

多出十来万块钱，而且技术门槛更高，种植户能

否接受是个问题。”刘建国说。

目前，我国智能农机装备的生产也处于起步

阶段，单价高、稳定性差等问题客观存在。普通

农户即使是在有实力的合作社，也会考虑种植成

本，短期内不太会愿意花费大价钱购买智能农

机。在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中，智能农机设备是

重要一环，要靠它们去完成耕种管收全过程。如

果缺少智能农机的加持，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也

将无从谈起。

更何况，实现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还要有

大量智能设备的软硬件投入，涵盖智慧农业系统

的开发、农业数据采集分析应用、智能农机装备

应用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内容，是一个庞大复杂

的系统工程。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前期要有大

量资金投入，“走弯路”的情况也在所难免，目前

这些投入基本上以国家财政资金为主，这是无人

化智慧农场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调研采访中，不少人向记者表达了一个心

声：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必须让政府、企业、合作

社、农户都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政府

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但不是盲目投入，而要精准

发力，注重财政资金质效，加强监督。在智慧农场

建设上不宜撒“胡椒面”，更不能搞低水平重复建

设。要吸引科技企业、智能农机企业参与到智慧

农业发展中来，在科研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上，与

科研院所一视同仁，给予必要支持。要积极培育

“新农人”，有针对性加强培训，帮助他们学会应用

智慧农业科技手段，真正实现“慧”种田。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黑龙江省确立了“点线面”结合有序推进智慧农业

发展的思路，将要出台“黑龙江省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实施方案”，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全链经营数

字化、监管服务高效化，从广泛推行北斗导航卫星

定位系统应用、构建天空地一体化大田物联网监

测体系、搭建全省农业数据信息平台、支持装备大

马力高端智能农机等多个方面支持智

慧农业发展，不断提高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为农业发

展插上科技翅膀。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

机械化耕种，科技的发展在不

断改变着农业生产。

当前，智慧农业浪潮席卷

而来，无人化智慧农场更是打

开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一

扇窗”，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加快

形成中。

而这场农业的变革也正在

黑土地上悄然发生，黑龙江粮

食 主 产 区 为 解 决 未 来 谁 来 种

田、如何种好田的问题展开积

极探索。

端牢中国饭碗是国之大事，保障粮食安

全事关发展全局。面对我国农业劳动力减少、

老龄化趋势严重的紧迫现实，不少地方开展

了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的探索，为解决未来

谁来种田、如何种好田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仍

然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作为智慧农业的载体，无人化智慧农场

建设“打开了一扇窗”，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农

业的图景。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地

理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应用，搭建起智慧农业

平台，形成土地画像、农户画像、种植画像、农

机画像，实现“一图观家底、一图汇所有”。基

于海量的农业大数据，通过智慧大脑自主学

习、决策，指挥无人智能农机自动完成耕种管

收全过程，农业生产从“凭经验”转向“凭数

据”“凭科技”，保证粮食不减产、更高产，质量

更优、效率更高。

无人化智慧农场的建设，是加快形成农

业新质生产力的有益探索，能够推动我国农

业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前途光明，道路曲

折。在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中，还要攻克几个

难关。

“土地关”，无人化智慧农场建设一般都

要在高标准农田展开，地块首先要能够实现

规模化、机械化种植，这是一个先决条件，目

前很多地区还未能实现。

“农机关”，作为智慧农业的关键一环，我

国智能农机发展刚刚起步，产品性能不稳定、

单价高，用户接受程度低。即使是改装现有农

机具，如何与种植模式、地块条件相适配，还

要经过不断的试验磨合。

“人才关”，智慧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涵

盖农业和科技多个领域，但复合型人才短缺

问题突出；智慧农业要求在田间地头搞科研，

科研攻关要与农业生产需求相结合，现实中

多是“土专家”在搞智慧农业，缺乏高端科研

人员的助力。

“数据关”，要实现更广泛区域农业数据

的归总、收集、分析、应用，避免多个平台各自

为战、重复建设，打破“数据孤岛”，解决算法

算力不足的现实问题。

“资金关”，现阶段无人化智慧农业是一

项“烧钱”的事，尚未构建起多方参与共赢的

机制。同时，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建设，导致

资源浪费。

无人化智慧农场是实现智慧农业的重要

途径，是未来农场的发展方向。尽管存在很多

难题待解，但探索的脚步还需加快。建设智慧

农场，各地区要在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上加大

合作力度，协同攻关、聚力突破，避免低水平

重复建设。同步复制推广那些适合的先进模

式、技术，从而带动更多地方现代化农业发

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源源不断地注入科

技力量。

“慧”种田还需闯几关

图为红卫农场示范区地块内用于监测水稻生长情况的智

能水稻叶龄诊断仪。 本报记者 吴 浩摄

上图 北大荒集团建

三江分公司红卫农场打造

了 总 面 积 3600 亩 的 智 慧

农业水田先行示范区，图

为立体稻田画。

右图 技术人员在北

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

星农场试验地块调试旱田

无人驾驶拖拉机。

本报记者 吴 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