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联网设施的迅速铺开，让种
植有了数字加持。

屏幕前，秭归县农业农村局
工作人员李力登录账号，全县脐
橙种植分布情况跃然眼前。“绿色
凸起的部分就是秭归的整体地势
情况，上面的红色小点就是脐橙
种植区域。”屏幕上，绿色山脊被
脐橙布满，秭归42万亩柑橘分布
情况一目了然。

2021年，秭归建设“三峡柑橘
产业大脑”，将物联网探头传回的
数字整合，解决数据分散疏于利用
的问题。遥感图像、土壤墒情、橙
园管理乃至甜度等数据都被一网
打尽，“云共享”至该平台。

“红色和蓝色代表种植的柑
橘的板块，可以分品种、海拔、坡
向、坡度查看产业结构状况。”点
击水田坝乡上坝村，地块归属人
韩庆忠橙园涉及品种、树龄、海拔
等要素信息迅速跳转。与此同
时，系统立即调取“测土配方施肥
建议卡”，有效磷、有效锌、pH值
等十余个土壤肥力评价，为土壤

“把脉问诊”，让农户能够按需施
肥。

平台共有9个板块，其中，耕
地信息模块，可以看到每个点位土
壤的有机质等重要土壤营养成分；
物联数据模块，实时获取不同土壤
层的温度、湿度、光照、虫情实时画

面等生产环境数据；气象监测模
块，可以看到秭归县全域天气情
况，气象环境的监测等。

李力说，平台融合了卫星遥
感技术与地面监测系统，终端设
备将数据通过5G网络回传到管
理平台对数据进行分析，各板块
对应不同的应用场景，精细管理，
让秭归橙园变得聪明，产业发展
更具智慧。

基于数字化管理，“一扫即诊”
的秭归“三农”智慧种橙小程序、

“一键查询”的秭归脐橙大数据平
台、全县橙园一屏查看的“农抬头”
APP、“实时追溯”的生态农业溯源
体系等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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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水施肥精确到克 精品脐橙销售论个

秭归 橙园结金果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金凌云 通讯员 周华山 史丽

9月，夏橙采摘收尾，“九月红”还未上市。趁此空当，秭归县42万亩橙树迎来新一轮的管护期。

在该县郭家坝镇烟灯堡村，漫山橙树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架设在林中的传感器、附着地表的自动

喷淋设施、飞在天上的植保无人机，随处可见数字化工作场景。

“数字化设备大大节省人力成本，200亩的橙园管护只需要3个人。”自从安装农业数字化设施，烟

灯堡智慧农业示范园负责人刘国华轻松不少。

与赣南等脐橙主产区不同，秭归土地零散、种植区域多分布在高山，生产成本高，规模化种植水平

先天不足。近年来，当地土地开发殆尽，依托科技寻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成为秭归脐橙的发展方向。

2020年，秭归入选全国数字乡村试点，橙园装上数字化设备，这片土地迎来新变化。

长阳县都镇湾镇水竹园村

一屏观全村
出行查手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巍巍 通讯员 覃丹

山路弯弯，层峦叠嶂。

长阳县都镇湾镇水竹园村地处武陵山区，距

离县城约2小时车程，开车到集镇需近30分钟。

2020年起，该村建设数字乡村，运用大数据、

物联网等技术，提升村级基层治理水平，方便村民

生活。

绘制“乡村大脑”

走进水竹园村委会，铺满整面墙的液晶大屏映入眼
帘。“这是我们的乡村大脑、信息集成中心。”村党支部书记
李建海滑动鼠标，各类文字、图表、视频等信息弹跳出来。

水竹园村占地面积约1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738户
2047人。因地处武陵深山，过去，该村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发展比较落后。

李建海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曾带领团队在宜昌、武
汉、四川等地推广共享电动车。2020年，李建海回到村里
担任党支部书记，决定“通过互联网思维，用经营企业的理
念经营乡村，用管理城市的方式管理乡村”。

“村里山大人稀，村民居住相对分散，从一户人家到另一
家，骑摩托车也要跑上好一会儿。”在走访村民过程中，李建海
萌发建设数字村庄的想法，并利用自身资源，寻得企业支持。

连续几个月，李建海带领村干部走访村民，调查摸底，
掌握第一手资料，绘制出村里第一个全景电子地图。

打开地图，村民的居住位置一目了然。随机选取一户
陈姓人家，家里几口人，每个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手
机号码等信息一应俱全。

“不仅网上看得到，打开视频就能对话，基本实现一屏观
全村、一屏管全村。”李建海介绍，该村开发了一套平安创建监
测系统，在重点区域、关键部位安装摄像头478个；安装烟、
电、水等物联网前端感知设备，对高温、暴雨、烟雾等农户住宅
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对167名特殊村民实行全天候跟踪管理
服务，保障村民人身财产安全。

乐享智慧出行

每次去县城，70多岁的村民李作义都习惯点开手机上的

“智慧班车”小程序，查看当天班车的运行轨迹、到村口时间。
这趟班线共有三辆班车，起点位于邻村麻池，途经水

竹园，终点为长阳县城。班车早上6时、8时和下午2时
各发车一趟，单程100多公里，跑一趟3个多小时，一来
一回接近一天。

“过去，搭车进趟县城，真是难！”和李作义一样，许多村
民都为等车而苦恼，“天不亮就去等车，错过了上午的车就
得等下午的车，错过下午的车就只能第二天去县城；有时碰
到修路或其他突发状况，班车临时取消，白等两三个小时。”

为破解村民“等车难”“候车久”等问题，李建海与一
家企业设计人员商量解决办法，把设计人员留在村里，一
起试验、调试、改良，经过10多个日夜的钻研，“智慧班
车”模块终于上线。

出行难题解决了，村民别提多高兴，相互演示“智慧班
车”使用办法。“你看，这趟车在麻池村过来的路上，还得20分
钟，不着急。”点开手机，班车在哪，何时到站，尽在“掌”握。

“碰到困难，摁一下，村干部就上门了。”年过七旬的
村民邓年双感慨，如今，生活越来越方便。邓年双眼神不
好，老伴身有残疾，生活不便，碰到头痛脑热，动弹不得，
不知如何是好。自从村里在她家床头安装呼叫按钮后，
只要一“呼”，村干部就会立马赶到现场。

“数字乡村要服务产业发展，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
道。”李建海说，该村运用数字平台适时推送实用种植技
术和畜牧养殖技术，让种植养殖户在家门口享受技术服
务；增加生态监测和农产品线上追溯等模块，实现村内
150亩大米、1000亩茶叶、2000亩栀果等特色农产品生
产全程可追根溯源。他表示，将大力发展本地农村电商、
网络直播新业态，以数字化方式对接市场信息，让农特产
品从田间地头飞向千家万户。

远瞰长阳县都镇湾镇水竹园村。（通讯员 陈亚飞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吴坚、通讯员王登府）“这个机器人
好聪明，太神奇了！”9月4日，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幸福小
学的科技教室里，孩子们围着一台用积木拼成的机器人，啧
啧称奇。

机器人名叫“小派”，正载着一个小水泵洒水消毒。超
声波传感器在行进测距时，“小派”突然报警：“前方检测到
障碍物！”系统向“小派”传达指令：请拍照并识别画面。“小
派”定睛一看，立刻反馈：“是农田垃圾！”“小派”启动清扫程
序，很快将“垃圾”模块清扫完毕。

幸福小学是湖北省数字校园示范试点校。
幸福小学校长李成芳介绍，该校70%以上学生的家长

在外务工。师资队伍平均年龄47岁。学校希望建设数字
校园，将智慧教育理念贯穿于学科教学中，让山里孩子接受
与城里孩子一样的教学资源。

2017年，学校开设信息技术课，并陆续组建编程、模型
工坊等社团，鼓励孩子们开展科技探究活动。

目前，幸福小学已实现千兆光纤网络全覆盖，30个班
级教室和11个功能教室教学一体机全覆盖，数字安防及广
播系统全覆盖，并建设电子录播室、科技探究馆、创客空间
三个特色场馆。乡村学生通过云端，共享许多高质量课程
资源和试题资源。

2022年，五峰县幸福小学和实验小学的18名同学，在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湖北地区选拔赛中，斩
获9个大奖，其中3个一等奖。

为让更多的山区孩子接触了解新科技，幸福小学将科
技探究馆向该县其他学校开放。

五峰幸福小学创建数字校园
山里孩子共享高质量课程资源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杨沛裕、马雨欣）“打开‘MAP智
农’APP，可随时随地查看田间作物的长势。”9月3日，枝江
市问安镇万水桥村，村民闵福生打开手机巡田，看着200亩
水稻长势良好，喜上眉梢。

“MAP智农”APP源于中化智慧农业指挥平台。农
场里，每片农田都装有传感器，农作物的各项数据通过物
联网数据采集节点上传到云端，经过分析后，呈现到用户
终端上。“如果缺水，我就轻点手机远程控制，灌溉设备就
从水塘抽水，保证土地有墒。”闵福生说。

除精准灌溉、施肥作业外，该平台还能遥测田间情况，
整合气象、病虫害防治等信息，综合分析数据，为农户提供
参考，规避各类风险；覆盖耕、种、管、收、储、加、销等全链
条，让农户种得安心，收得开心。

科技种田带来量价齐升。在问安镇，优质水稻产量约
6万吨，每斤比市价多0.03元，为农民增收超300万元。“现
在，种田可以当甩手掌柜。每年，田里稳定收入6000多元，
务工收入近万元。”闵福生说。

目前，中化集团在枝江4个乡镇，服务20万亩地，实现
依靠手机和数据种田、测土配方施肥。

种得安心 收得开心

枝江农民用手机APP巡田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黎文来）9月1日清晨，湖
北清江鲟鱼谷负责人季坚义习惯性地掏出手机，查
看鱼池水温、溶解氧和pH值等指标。

位于宜都市高坝洲镇的湖北清江鲟鱼谷养殖基
地，占地面积1650亩，拥有1000多个精养鱼池，养殖
鲟鱼超110万尾，是国内最大的室内鲟鱼养殖基地。

鲟鱼养殖周期长，一条鲟鱼从孵化到产卵，需要
8年到15年。“池子太多，想要获取养殖数据，只能
采取抽查的方式。”季坚义介绍，以前，每天给鲟鱼投
食，3名工人要忙碌5小时。

“现在不一样了！”他指着手机上的“数字渔业系
统”说，12万平方米的养殖车间视频尽收眼底。

原来，每个水池内的传感器和覆盖基地的130
多个感温摄像头，正不断把数据实时传输到智慧平
台。该平台具备视频巡视、水质在线监测、养殖设备
智能控制等功能，可适时捕捉鱼儿生长形态、池水温
度、水质指标等数据。该系统还能自主判断，实现投
饵、增氧等智能化操作。“每次投放饲料，控制水温都
恰到好处，摆脱以往靠人眼和经验判断。”季坚义说，
一旦监测到数据不正常，系统会自动报警，智能传感
器则自动开启增氧机。

据介绍，同等养殖规模情况下，数字化车间养殖
鲟鱼能节地99%、节水95%，且养殖周期变短，产量
更高。“现在每立方米的鲟鱼产量达40公斤，比之前
增加两倍以上。”鲟鱼谷生产负责人刘忠兴说。

数字化养殖，给鲟鱼谷带来不少好处：一是能根
据鱼苗大小、塘口大小科学配置池塘育苗密度，增加
产出效益；二是实现一年四季都可繁育鲟鱼种苗的
突破；三是鲟鱼育苗成活率突破50%大关，攻克了
鲟鱼成活率低的难题。

数字化养殖节地99% 节水95%

清江鲟鱼谷产量翻倍

鲟鱼谷工作人员正在对鲟鱼进行“分池”。
（通讯员 望作信 摄）

屈原镇长江村晴晴果园，数条
黑色管道趴在地上，每棵树干周围
半埋着4个蓝色滴管。“滴键插入
田间将水匀速输送到根系位置，不
管是浇水还是施肥，都能精确到
克。”负责人黄清华介绍，这是智慧
水肥一体化系统，在手机上就能实
现远程浇水、施肥。

过去靠人工，耗时耗力，一旦
遭遇干旱极易错过最佳灌溉时间。

“亲眼见到叶子枯黄，缺水对果树和
果子的伤害已经形成。”去年夏季，
秭归遭遇干旱，数字化系统比普通
灌溉节水70%以上，为140亩橙园
引水抗旱，果园损失降至最低。

稳定的灌溉系统也让脐橙生
长更加可控，有机肥通过滴管均匀
施布，果实在枝头茁壮成长。去年
晴晴果园的伦晚橙在湖北省2022
年优质晚熟柑橘评比活动中斩获
金奖。

在郭家坝镇烟灯堡村，200亩
示范园里，一个巨大的屏幕伫立山
间，湿度、风向、气象等数据跃然屏
上。“这些数据来自埋在田间的探
头，可采集空气、土壤的湿度等各
项数据，实时传输帮助橙农掌握田
间状况。”郭家坝镇农业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寇志伦说，这片橙园安
装了由智能气象站、土壤墒情仪、

虫情测报系统等组成的物联网设
施。在秭归，这样的数字化种植园
已有上万亩。

2020年，秭归入列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全县16处规模化柑橘
种植园装上了土壤墒情物联网探
头，只需一部手机，农民不出屋就
可掌握橙子生长情况，种柑橘变得
轻松简单、科学高效。

如今，信息技术全面渗透到秭
归脐橙各个环节，智慧种植园拓展
至25处，18万亩脐橙基地实现太
阳能生态管护，5万亩脐橙基地实
现智能数据采集、智能水肥应用、
智慧植保网络全覆盖。

什么是“好”脐橙？一段时间
里，秭归脐橙质量没有统一标准，
导致橙子质量参差不齐、市场价格
混乱。

用数字化推动标准化。2021
年底《秭归脐橙主要品种优质果品
质量等级规范》出炉，能否被评为
优质脐橙，要过9道数字关。以伦

晚为例，特级果果

径在 75毫米到 80毫米，重量在
200克到230克，甜度要大于等于
16.5，化渣率、外观、大小、颜色、酸
度均有数字标准。

秭归县华维物流园，飞速运转
的多功能一体化智能光电分选设备
上，一个个脐橙“蹦蹦跳跳”，一套自
动化流程下来，橙子按大小、水分、
糖度不同落入不同的分拣框中。自
动分选机的使用，改变过去依靠“口
感品尝+测糖仪”鉴定的历史，为标
准的制定提供产业化支撑。

2021年以来，秭归强力推进
脐橙品质提升“1+N”行动，包括包
装升级、销售标准、分级精选等系
列举措。秭归脐橙整体价值不

断提升，销售旺季，每天几万颗脐
橙按照不同消费市场需求分级走
向全国各地，原本“论车卖”逐步转
变为“论个卖”，精品脐橙单颗可卖
8元至15元。

随着秭归优质脐橙的关键品质
评价标准逐渐成型，用数字定义品
质也有章可循。今年4月，郭家坝镇
王家岭村成为秭归与盒马在省内共
同打造的首个水果“盒马村”，脐橙
从种植、采收、品控、物流等每个环
节均实施标准化、数字化，其中糖度
不达标、果面瑕疵超过拇指大小的，
则无缘进入盒马门店。

数智
农田装上数字探头

无人机代替人工运橙，每
次可载50公斤。

（通讯员 郑家裕 摄）

“柑橘大脑”远程把脉

数据定义“好”脐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