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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5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
科技活动周（以下简称“科技活动周”）相
关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记者在现
场展示的各项高科技设备、成果中发现，
在粮食收购、仓储、加工、销售等环节，
AI、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智能化
技术正在重构粮食流通全链生态，绿色
储粮、科技兴粮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
键变量。

农民卖粮更高效“颗粒归仓”更安全
眼下，夏粮收购开秤在即，粮食收购

过程中，扦样、检验、称重是守护入库粮
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卡，也是维护农民利
益、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的关键所在。

来到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兰溪粮食
产业园湘粮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时，
一辆装载 30吨稻谷的大卡车正驶入扦
样区，停到指定位置后，与传统扦样机需
要扦样员手动操作不同，操作员启动智
能扦样设备，自动识别车型和粮种、随机
找点位扦样……伴随机器的轰鸣声，稻
谷顺着细长的扦样通道可以自动进入质
检设备，等待 15分钟，样本水分、容重、
整精米率、不完善粒、病斑粒等检验结果
就显示在电子屏幕上。

“以前靠人工检验时长至少 45 分
钟。”该公司副总经理吴新锋介绍，“将这
套系统用在粮食收购中，一是能大大提
升扦检效率、节省人工成本，减少人为误
差率；二是配合‘一卡通’系统，能够实现
粮食收购全程透明监管，不给‘人情粮’

‘转圈粮’等乱象操作空间；同时也减少
了农户卖粮的等待时间，还有自动返还
余粮功能，更好保障售粮农民的权益。”

以数智化的手段去规避扦检作业过
程中的人为干预因素，可实现穿透式监
管、样本溯源，能够有效从源头上构建起

安全可信的粮食收储体系，这也成为不
少科研院所、企业研发的方向。

在此次科技活动周上，由智能扦样、
智能分样、智能检验、智能管控系统组成
的“粮食收购智能扦检系统”，被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列为粮食流通 10项科
技创新成果之一，浙江省储备粮管理集
团衢州粮库有限公司、安徽高哲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等参展商都带来了相关领域
的科技成果。

“我们带来了AI全自动谷物数字智
检平台，通过大数据学习，可以自动进行
谷物质量指标的快速检测，还研发了‘谷
物大脑’数据基座，为收储管理提供更多
基于大数据的决策依据。”高哲市场总监
江维君告诉记者。

针对粮食常见的真菌毒素的安全检
测也是保障粮食收储安全的重要环节之
一。

科技活动周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科学研究院带来了真菌毒素全自动
检测仪以及离子透镜虫霉消减技术等，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前者可同时对玉米、
小麦等粮食含有的3种真菌毒素进行快
速检测并实时上传数据进行分析，后者
则能高效灭杀粮食中99.99%的虫卵、微
生物，降解 75%—98%的黄曲霉毒素
B1、呕吐毒素等，可降低储粮损耗与污
染风险，为节粮减损、确保入库粮品质按
下科技“加速键”。

打开“高科技”粮仓的多种方式
集装箱也能当粮仓？
在活动现场，两个写着“智能化氮气

储粮集装箱”的“大家伙”吸引了记者的
目光。看似外观平平无奇，实则科技含
量十足。

“这是我们零碳粮食储备仓内的模
块化组件，相对于传统仓，可实现粮食分
类混存，防水防火气密隔热性能好，箱内

配备传感器，能实时监测氮气浓度、粮食
温度、压力等，采用氮气低温储粮技术，
节能环保，可延长粮食轮换周期一年以
上，有高度智能化与机械化的控制系
统。”湖南粮食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市场部
部长陈怡介绍。

自动化程度有多高？在岳阳市君山
区的基地里，只需将运粮车开进扦检区，
扦检后即由全自动行车装粮入箱、码放
堆叠集装箱最高可堆 5层，由机器人对
储粮集装箱进行充氮、充电作业。

记者扫了一下集装箱上贴的二维
码，粮食品种、产地、收储日期、质量指
标、安全指标、运输信息等内容一目了
然，在区块链溯源追踪技术的加持下，进
一步保障了粮食流通安全。

现代化、高科技粮仓的“打开”方式
不止一种。除了新型粮仓，信息技术在
平房仓等的应用也为粮食仓储带来新气
象。

林勇顺是湘粮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兰溪库的仓储保管员，他最近的工作
流程有了一些变化。

“我们来巡检的时候会先在这个‘电
子货位卡’人脸识别打卡，然后查看仓内
的粮情监测情况，比如平均粮温、室内温
度、四层粮食温度，重点关注温度异常
点，进仓第一时间查看。以前要手写台
账，有了这个屏幕，工作效率更高、更准
确了。”他告诉记者，这个仓库内储藏有
3830吨早籼稻，常年室温控制在20摄氏
度左右。

“电子货位卡”其实是一个挂在仓房
外的显示屏，搭载了智慧粮安的平台，同
步显示仓库内粮食的信息、粮情检测信
息、巡检记录信息等。配合仓库内埋的
测温线、插入的生物诱捕杀虫设备，让粮
仓管理更加安全高效。

“电子货位卡主要是粮库管理的数
字化工具，信息同步接入智储粮库业务

数字化平台，可以提供更多预警分析、智
能控制功能。”智慧粮安产品总监唐佳
告诉记者，粮食收储正朝着智能化、绿色
化方向加快发展。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储粮生态条件
差异大、仓型种类多、仓房建设条件不
一、不同粮种储藏特性存在差异等原因，
各地对绿色储粮技术需求存在差异。推
进粮食绿色仓储技术创新集成应用，是
因地制宜加快发展粮食新质生产力的有
力举措，也是助力粮食产业提质增效和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院长谭本刚表示，近年来，我国在低温准
低温储粮、氮气气调储粮、控温储粮、生
物和物理防治储粮虫霉等绿色储粮技术
研发应用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全国
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超 2亿吨；应
用气调储粮技术仓容超5500万吨。

“今年我们启动了‘绿色储备技术集
成示范和粮食基础性科技数据调查评
估’项目，计划3年内在全国七大储粮生
态区建立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
示范库点，进一步提升绿色储粮技术水
平和储备粮保质保鲜能力。”谭本刚介
绍。

数智赋能粮食“加销”链条升级
不只是收储，信息技术已全面应用

于“从田间到餐桌”的各个环节。
活动现场，武汉轻工大学展示了稻

谷加工生产线数字化技术，其负责人周
劲告诉记者，项目聚焦稻谷加工领域，开
发了数字化智能生产管理平台，通过数
据分析与可视化系统，可以实时监控生
产线运行状态与设备性能，并提供精准
的数据驱动决策支持系统。在算法的优
化下，大幅降低了设备故障停机率与能
耗，既节省了人工成本，又提升了大米质
量的一致性，整米率提高了 1%,降整精

米率。
除了单个环节的技术创新，还有企

业朝着用信息化技术融合全产业生态链
持续发力。

“我们展示的‘种粮一体化’农业产
业互联网平台，能够将种植端、加工端、
销售端、服务端等多方资源链接起来。
种植户、收储加工企业、终端产品用户等
主体在平台上可以通过App，线上进行
信用审核、申请代还、优选良种、购买保
险、产品销售、签订合同等操作，旨在破
解农业领域产业链过长、产业信息化程
度低、对接复杂等问题，搭建一个高效、
融合的产业生态链。”安徽荃银高科农业
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晓东对记者说。

“下一步，财政部、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将加快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

不断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
值链，持续推动粮食资源禀赋和产业优
势向经济动能转化，构建粮食安全和全
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规划建设司副司长唐成
表示。

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协同创新，
从设备智能化到打造链条生态，数智技
术正在升级改造着粮食这个传统产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
局长刘焕鑫强调，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
路在科技，实现粮食和物资储备事业高
质量发展关键靠科技，要聚焦落实战略
需要、深度嵌入产业、支撑消费升级，建
好粮食产业科技创新联盟，集中力量开
展科技攻关，推动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不断开创科技和人才兴粮兴储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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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推动实现粮食增产提质。目前，
山东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759万亩，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5359万亩，为粮食总
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夯实
了基底。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潍坊昌邑市青阜农业综合体的

大数据智控中心，工作人员刘朋来轻点
鼠标，显示屏上迅速显示出小麦的墒
情、苗情，同时温湿度、光照指数、土地
养分水分、农作物长势等也在短时间内
完成收集。安装在大田里的土壤信息
采集系统、智慧农业管理平台、生态农
业实时监控等系统，综合运用 5G、物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构建起立体化
监测监管体系。

作为产粮大县，昌邑市去年粮食播
种面积 128.93万亩，总产量达 11.21亿
斤，连续六年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
增长”。近年来，昌邑市以高标准农田
建设为抓手，聚焦科学布局、工程管护、
项目监管等关键环节，推动高标准农田
建设提质增效。

“我们以‘灌排设施配套、土地平整
肥沃、田间道路畅通、农田林网健全、生
产方式先进、产业效益较高’为目标，特
别是针对北部乡镇耕地盐碱化、农业灌
溉用水缺乏的实际，在柳疃镇组织实施

‘长藤结瓜’模式的农田水利建设，将原
有的村庄、田间湾塘串联成一个个小型
的水源水库，配套建设和改造水渠、排
水沟、泵站及桥涵等，完善农田灌溉及
排水设施，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编制昌
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规划到2030
年的建设目标，做到一次规划、分年实
施，一张蓝图建到底、管到底。”昌邑市
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王坤
辉说。

昌邑市在完成 54万亩粮食生产功
能区划定基础上，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累
计建设高标准农田66万亩，提高了粮食
增产抗灾和综合生产能力。2024年，投
入1.02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3.5万亩。
今年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计划新建
4.8万亩、改造提升3万亩高标准农田，进
一步提升该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山东紧盯粮食产能提升，优先支持
粮食核心产区，将46个单产提升项目县
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今年计划新建
改造高标准农田 300万亩左右，带动粮
食增产10亿斤以上。

“不毛之地”重焕生机
作为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核心区，下

河乡盐碱化耕地占全域农田近 40%，
“水缺、盐高、地薄”长期制约当地农业
发展。“大水漫灌压碱，成本高还加剧水
资源矛盾，传统排盐方式治标不治本。”
该乡党委委员、副乡长丁鹏说。针对灌
溉效率低、土壤返盐快、种植效益差等

痛点，下河乡确立“工程改良+科技赋
能”双轨路径：一方面实施“渠系焕新”
工程，改造老化沟渠、衬砌骨干渠道；另
一方面推广暗管排盐、有机肥深施等技
术，降低土壤含盐量。

“盐碱地治理是一场持久战。”下河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徐林坦言，当前仍
面临三大难题：潮河引黄水量受限，农
业用水缺口超40%；老旧排水沟淤积严
重，汛期农田易受涝渍胁迫；节水技术
覆盖率低，部分农户仍依赖粗放式灌
溉。今年以来，下河乡按照全国盐碱地
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方法，提出“三步走”
计划：建设“多水源联调”工程，打通黄
河水、雨洪水、再生水互补通道；实施

“西水东调”工程，解决乡域东高西低顺
循环难的问题；开展“沟渠畅通”行动，
清淤疏浚骨干排水沟。今年春，全乡小
麦耕地全部完成灌溉。

走进东营市河口区六合街道（毕咀
片）1.27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基地，冬
小麦在成方成片的田间整齐排列。

“这块盐碱地是2021年开发成功的
高标准农田，经过整平、地力培肥等改
造，1亩地能多收100多斤粮食。”河口区
六合街道薄家嘴村党支部书记陈召朋
说。河口区地处黄河入海口，盐碱地多
达69.72万亩。这里的盐碱地盐度大、碱
性高，“盐碱地上种粮难”，曾是制约当地
粮食生产的一大难题。河口区持续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将昔日荒芜的盐碱地，
打造成集中连片、宜机作业、高产稳产、
生态良好的高标准农田，进一步提高了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盐碱地改良、粮食
增产、群众增收提供了坚实保障。

近年来，山东高水平提升耕地质量，
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盐碱地综合利用实
施意见，在 7个县开展盐碱耕地治理国
家试点，连续 4年在高标准农田项目中
安排盐碱耕地治理，改造提升盐碱耕地
200多万亩。同时，统筹秸秆还田、绿色
种养等项目，在全国率先明确每亩投资
金额的10%专门用于土壤改良提升。

聚焦高效节水灌溉
眼下，在菏泽市鄄城县凤凰镇的农

田旁，新铺设的 PE管道如“血管”般在
田间延伸。“以前浇地靠天，现在一按开
关水就到地头，省力又省心。”凤凰镇大
陈楼村种粮大户王继和说。这份变化，
源于 2023年鄄城县高标准农田改造提
升项目的落地。

“这一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鄄城
县农田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提高了土
地综合生产能力，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鄄城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英豪说。为此，
全县新打机井 444 眼，新建桥涵闸 47
座、泵站 7 座，修建混凝土道路 19790
米，铺设 PE管道超 10万米，疏浚沟渠
9.3公里，并配套建设智能水肥一体化
系统。在引马镇项目区内，新建的农业
四情监测站实时传回农田土壤墒情和
虫情数据，引马镇副镇长魏明杰介绍，
通过手机就能查看地块需水量，浇水施
肥能精准到每块农田，生产成本降低了
三分之一。

德州禹城市伦镇台楼村麦田边上，
天顺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岩正在
用手机轻松地控制着700亩麦田里的水
肥一体化设备均匀地浇灌着麦田。“以
前浇700亩地至少需要6个人，浇1遍需
要8天。如今，我一个人就能轻松搞定，
既增产也增收。”高岩说。

2019年以来，禹城市共建设高标准
农田45万亩，其中新建高标准农田31.5
万亩，改造提升13.5万亩，总投资超过7
亿元。“高标准农田平均每亩增产100公
斤以上，增收200元以上。目前，还有约
36.8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任务，
下一步，我们将逐步完善项目建后管护
措施，落实管护责任，加强管护监督，确
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禹城市农业项目
开发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振明说。

“在机房把卡一刷，可伸缩的喷灌
机就能自动进行均匀喷洒。”一大早，聊
城市莘县王庄集镇前渠村种粮大户渠
海涛就出发去为小麦浇水。据介绍，新
改造的农田通过喷灌、管灌等节水设
施，每百亩地节水 30%左右，每亩地节
肥10公斤至15公斤。

近年来，莘县聚焦建良田、育良种、
推良技，打造高水平“鲁西粮仓”，他们对
水域分布、水利工程等进行统筹考量，着
力实施高效节水灌溉措施。去年新建改
造高标准农田4.5万亩，创建“吨半粮”产
能区8.1万亩，粮食面积、单产、总产实现
三增，粮食总产量达到20.7亿斤。

山东聚焦高效节水灌溉，将沿黄九
市作为节水灌溉“主战场”，近 3年累计
投入 213亿元，整建制建成高效节水灌
溉示范区2858万亩，全省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稳定在0.65左右，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农机装备向“强”而行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需 要 农 机 装 备 支 撑 。
我 国 是 农 机 制 造 大 国 、使 用 大
国 ，拥 有 规 模 以 上 农 机 制 造 企
业 2200 多 家 、生 产 农 机 产 品
4500 多 种 ，支 撑 全 国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超 过 75% 。
同 时 ，我 国 还 是 全 球 唯 一 具 备
全 品 类 农 机 制 造 能 力 的 国 家 ，
国 产 农 机 装 备 自 主 供 给 能 力 达
90%以上。

“国产农机用 60余年时间完成
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华丽蜕
变。”中国农机工业协会执行副会长
赵剡水说。

然而，从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
以及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发展趋势来
看，我国农机行业还面临着产品结
构性过剩、有效需求供给不足等难
题。国产农机装备“卡脖子”问题依
然存在。

“国产大型高端农机装备关键
核心技术供给滞后，作业效能和可
靠性较低。农机有效供应不足，丘
陵山区、果蔬林茶桑草菌等特色农
业、设施种植和养殖、农产品加工等
机械化率仅50%左右。”中国农业机
械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苑严
伟说。

农机行业创新生态弱是制约
农 机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因
素。赵剡水认为，产学研各自为
战、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是制约发
展的瓶颈。

中国农机流通协会会长范建
华表示，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
是 推 进 农 机 协 同 创 新 的 有 效 手
段 。 推 进 先 进 农 机 制 造 产 业 集
群发展，有利于形成协同创新 、
人才集聚、降本增效等规模效应
和 竞 争 优 势 。 应 以 农 机 制 造 龙
头企业为“链”头，打造重要农机
装备产业集群，组建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推动整机企业与零部件
供应商协同创新，培育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建立上下游稳定
配套、相关企业协同参与的产业
格局。

目前，洛阳现代农机装备集
群 、金 台 丘 陵 山 区 农 机 装 备 集

群 、潍 临 日 智 能 农 机 装 备 集 群
等 农 机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集 群 在 研
发 制 造 方 面 取 得 一 定 成 果 ；广
东 是 无 人 机 的 研 发 生 产 制 造 基
地；湖南 、重庆着力打造全国丘
陵 山 区 农 机 装 备 研 发 制 造 高
地。

农机装备产业全面升级，还需
要优化政策供给，构建补贴牵引、标
准引领、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支持
体系，为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政策保障。

以精准补贴激发经营主体创新
活力。范建华表示，要用好用足农
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大规模设备更
新等政策措施，推进先进适用农机
推广应用。优化补贴结构与支持重
点领域，扩大丘陵山区、经济类作
物、果蔬茶等薄弱环节补贴范围，提
高适用机型补贴比例。支持产品创
新与应用，对农机创新产品给予专
项补贴，鼓励企业研发适应本土需
求的机型。

标准体系不完善成为制约我
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
素。苑严伟表示，要发挥标准引
领作用，做好鉴定检测认证，强化
质量监督管理。完善标准体系，
加快制定覆盖农机研发、生产、应
用全链条的行业标准，重点推进
大型高端智能装备、丘陵山区适
用机械、水肥药投入的标准建设，
通 过 淘 汰 落 后 标 准 倒 逼 产 业 升
级。强化检测认证，充分发挥农
机管理部门作用，动态管理农机
鉴定检测机构，推动物联网、大数
据等技术与检测手段融合，强化
农机可靠性、耐久性试验验证，建
立全链条认证体系，确保检测结
果权威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科研
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直接影响农
机制造企业创新积极性。赵剡水
表示，目前全国农业行业平均研
发投入强度较低。部分企业投入
大量资源研发的新产品，常被小
企业快速仿制滥造，这会破坏行
业创新生态，削弱行业整体竞争
力。亟需构建多方协同的知识产
权体系，为农机行业营造良好创
新环境。

三农时评

□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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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以前这地种啥也不长，浇一次水盐分又泛上来，现在暗管排盐、节水灌溉，小麦亩产多了200斤。”在山东

省滨州市沾化区下河乡南韩村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村民韩洪勇告诉记者，他脚下的千亩农田曾是轻中度盐碱

地，如今变为全区粮食增产的“标杆田”。这一转变，正是下河乡创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