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现代数字农业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记者 胡漫雨 杨楚
瑜）9月 2日下午，2022中国创新
创业成果交易会·第四届现代数
字农业科技创新高峰论坛采取线
上线下同步的方式举办。活动以

“打造现代数字农业·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为主题，由创交会办公室
主办，湛江市农技协、广州市蓝海
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广东农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南亚
热带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广东科
技报社、广东乡村振兴培训学院
协办。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曾雅丽，广州市科协秘
书长黄增豪，以及各承办、协办和
支持单位代表出席论坛，广东农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科研与产业服
务处处长董斌主持活动，线下会
场设在该校实训楼，线上共65000
多人观看直播。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广东
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张
凯，湛江市农技协常务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莫镕弛分别作题为《智
慧农业的关键技术与实践》、《现
代数字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振
兴战略下的“科技小院”》的专题
报告。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刘丽燕作
水产饲料精细化、多元化技术创
新成果展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热带农林学院讲师张祥
会作垦院凤梨项目路演报告。
现场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播
放了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
广东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宣传片。

曾雅丽致辞表示，要端牢中
国人自己的饭碗，亟需利用数字
赋能农业转型升级、助推农业现
代化、提高农业综合效能、降低
农业生产成本，从而实现农业高
质量发展。峰会邀请院士专家
作报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上
市公司作项目路演，探索政校行

企协同推进数字农业发展机制，
富有前瞻性、建设性和启发性。
希望参会代表积极思考，为推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出谋献策。

黄增豪表示，市科协凝聚各
方资源办好创交会，不断提高创
交会的影响力、辐射力，把创交
会打造成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
辐射全国，服务创新创业的重要
品牌。2015年以来，共展出创新
创业成果 16000 余项，成果交易
平台累计发布项目超过 23000
项，转化落地项目金额超 600 亿
元。随着科学技术和数字经济
的发展，数字农业显著提升了农
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
力，数字农业建设是实现未来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论
坛的召开，将为助推农业现代化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莫镕弛表示，本届论坛旨在
传递数字农业高新技术，增强农
业科技意识，赋能“三农”，并力
求打造成为高层次、高水平的农
业科技论坛，将集中讨论现代数
字农业高新科技的发展动态，促
进科技、经济融合，为农业经济
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现
代数字农业科技创新高峰论坛
始终聚焦数字农业发展，迄今已
举办四届，并多次邀请院士专
家、企业家从多角度分析数字农
业的发展新动向，促进多个项目
合作和科技成果落地，推进数字
农业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本届论坛是落实中
国科协农技中心、中国农技协服
务乡村产业振兴试点项目，通过
院士专题报告、专家讲座、国家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路演助力乡
村振兴，针对农业科技创新、数
字农业领域专家将共话数字赋
能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畅
谈“现代数字农业如何助力乡村
振兴”，用智力资源给农业产业

发展以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未
来道路，助推我国三农创新发
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
技支撑。

罗锡文：通过无人农场
的技术推广，为谁来种地和
怎样种地提供重要解决途径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
大学教授罗锡文作《智慧农业的
关键技术与实践》专题报告。他
从数字化感知、智能化决策、精
准化作业、智慧化管理等四方面
阐述智慧农业的内涵，并通过介
绍无人农场详细讲解智慧农业
的实践。他介绍，无人农场是智
慧农业的一种生产方式，是实现
智慧农业的一种途径。并具有
五个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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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生产过程实时全监控；智能
决策精准作业全无人。无人农
场依托三大技术支持：生物技
术、智能农机和信息技术。

罗锡文认为，推广无人农场
应有较好的基础条件：地块较
大、机耕道及灌排设施较好、卫
星信号和网络信号好。他希望
通过无人农场的技术推广，为谁
来种地和怎样种地提供一个重
要解决途径。

张凯：充分调动区域涉
农高校、科研院所和职业学
校等资源优势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副校长张凯作《数字农业赋能乡
村振兴》专题报告，从数字农业、
文件解读、经验做法三个方面详
细讲解。他以农业1.0—4.0为切
入点解析中国农业的发展现状，
并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意见》作解读。他强调，
要充分调动区域涉农高校、科研
院所和职业学校等资源优势，以
地方数字农业发展需求为出发
点，开展数字农业相关研究和项
目建设，建立数字农业领域的人
才培养和实训基地，培养既懂理
论又懂实践的复合型人才；并利
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产品电
子商务培训等培训资源，加大对
新型职业农民、农村信息员、基
层农技人员的培养力度。

针对如何进行专业群的建
设，张凯提出几点建议：构建

“1275”建设体系，办好热农特色
校；对接热带农业全产业链，打
造高水平专业群；产教融合，打
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高地；科技
助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莫镕弛：科技小院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湛江市农技协常务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莫镕弛从乡村振兴
战略的背景和意义、乡村振兴战
略的发展和科技小院三个部分
带来《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科技

小院”》报告，并详细阐述了科技
小院的建设、模式、发展、布局、
分布及成果。他介绍，我国正全
面布局数字农业，意在通过产业
数字化在农业中谋市场，在农业
中谋红利，在农业中谋未来。到
2025年，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
的现代农业网络化资源体系将
初步建成，并着力构建与现代数
字农业深度融合的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持续为“三
农”科技注入新动能。

项目路演：技术创新推
进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农村科技特派员张祥会在垦院
凤梨项目路演中表示，科技团队
将加快凤梨优良品种繁育，推进
凤梨栽培技术革新，研发凤梨鲜
果保鲜新技术，致力打造国内最
鲜甜的凤梨。同时强化品牌建
设，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广
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刘丽燕在线介绍展
示了水产饲料精细化、多元化技
术研究成果以及粤海饲料集团
信息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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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现代数字农业科技创新高峰论坛在穗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刘伟亮）日前，科普品牌“追
星造梦共成长”系列之“趣解南
粤科学星”创新首秀在 2022 中
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简称

“创交会”）科普板块推出。中国
卫星气象领域科学传播专家、广
州市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曹
静在线上和大家共同畅谈“南粤
科学星”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
创新之旅，分享南粤科学星的最
新消息。

2022年7月27日，随着我国
当前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力箭
一号”（ZK-1A）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六颗卫星被送
入预定轨道。其中，“南粤科学
星”的星地实验视频在朋友圈上
热传：蓝色星球旁、浩渺宇宙间，
小小卫星上除印有自己的名字，
还印着手写红色文字“追星唤起
科学梦想”。这 8个字便是曹静
的手笔。曹静全程参与了卫星
科普板块的设计。

为什么这颗卫星被命名为
“南粤科学星”？ 曹静介绍，这
颗卫星是南粤第一颗具有科普
教育功能的小卫星，由上海航天
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基于天地一
体化应用自主研发，广州市南粤
航空航天创新研究院进行冠名
研制，具有刈幅宽、功耗低、重量
轻、成本低等优点。

2022年8月28日以来，超强
台风“轩岚诺”（Hinnamnor）强势
来袭。上海航天空间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空间公司）超前
部署，早在 2021 年就启动自主
研发项目，并于2022年7月27日
成功发射了空间公司首发星
——南粤科学星。该星装载的
GNSS-R（Global Navigation Sat⁃
ellite System-Reflection）海陆环
境探测载荷是典型的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迅速启动了针对此
次超强台风的应急响应分析监
测，自 8 月 28 日起连续多日针
对西北太平洋区域采集载荷在

轨监测数据，并成功锁定台风
大风区域。

截止目前，南粤科学星已接
收并解析完成覆盖整个台风区
附近的 8景GNSS-R载荷 L1级
下传数据，追踪监测到了第 11
号台风“轩岚诺”的轨迹动向，得
到了初步的分析结果，可以为高
精度、定量化的台风跟踪预报提
供可靠的支撑手段。

南 粤 科 学 星 还 将 同 步 开
展土壤湿度、海面高度、海面
浮油等地面反演应用研究，对
海洋、农业和湿地水资源环境
要素进行综合探测，推动天地
一体化应用场景的创新实践，
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与和应
用前景。

围绕“南粤科学星新载体”，
曹静表示还开展航天教育，包
括“追星 唤起科学梦想系列”

“造梦 成就科技明星系列”“共
成长 提高全民科学素养系列”
等内容。

项目签约仪式。 罗研 摄

“趣解南粤科学星”
在2022创交会推出

曹静（右）在线上和大家畅谈“南粤科学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