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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 ”路领先
5G让中原农民挑上“金扁担”

5G+ 移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粮食

安全问题始终是全民高度关注的

头等大事。如何让农业生产过程

更透明？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

中国移动通过在常庄镇搭建

5G可视农业应用系统、农产品溯

源系统等，让从这里输出的粮食更

有保障。据了解，5G可视农业应

用系统可以通过5G监控设备获取

实时画面，对农作物的生长状态进

行全程记录，为农业生产、品种改

良、新品种试验、多品种对比、作物

生长阶段性对比等提供远程监

测。平台可以根据作物的生长周

期设定监测画面的记录期，资料最

长可保存 10年，为农业精准调控

提供科学依据。

常庄镇还将“5G+区块链”技

术运用到了农产品溯源上，打造了

从农田到消费者的全程可追溯信

息化管理系统。通过对农产品建

立“一批一码”，根据每批农产品的

品种、产地、植保、采收、质检等信

息，生成唯一可追溯的条形码。消

费者通过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条

形码，就能清晰地了解农产品从种

植生产到流通全过程可溯源的记

录信息，实现质量可监控、过程可

追溯、政府可监管，让群众放心食

用。

良田配良技，增产又增效。

5G实现技术“下地”，让传统农事

变得简便高效。大兴村高标准农

田建设成为遂平县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动实践，该项目

荣获了第五届“绽放杯”5G应用征

集大赛乡村振兴专题赛一等奖，并

进入5G绽放杯全国总决赛。

接下来，中国移动将持续聚焦

河南当地农业实际应用场景及生

产痛点，细化“5G+智慧农业”解决

方案，促进农业大省传统农业生产

数字化转型，确保充实粮仓、富裕

农民，在新征程上谱写农业现代化

发展新篇章。

（边芳 文/图）

5G商用三年来，新一代

信息技术给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和生产方式变革带来了深远

影响。在遂平县常庄镇，中

国移动充分发挥通信技术

优势，为这里的2万亩高

标准农田装上了“智慧

大脑”。自此，从施

肥、灌溉到打药、

植保等方方面面

的农事，通过一部

小小的手机就可轻松

操 作 。 在 中 国 移 动

“5G+智慧农业”场景应用

下，集中连片、节水高效、技

术集成、绿色生态的现代农

业示范区被打造而成，昔日的

“望天田”变成了“高产田”，现代

农业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高标准农田，“高”在哪？

常庄镇大兴村的5G高标准农田里，整齐划

一、让农民省心省力的智能灌溉喷头已经开启。

浇灌作业结束后，农民只需在手机上轻轻一点，

自动伸缩式灌溉喷头便被拉回到地下，地表不留

一点痕迹，完全不影响正常的机械作业。

这样的高效智慧作业离不开中国移动为其

打造的云智能物联网水肥一体系统。

据了解，该系统由云智能物联网灌溉终

端、智能水肥一体机及机井首部过滤设施组

成。通过这些“组件”，管理人员在 5G网络

支撑下，可根据种植需求对灌溉的启停、水

电计量、数据监测、水泵故障预警进行统一

操作，其作用在于，可以充分提高水肥利用

率，达到节水、节肥、改善土壤环境的目的，真

正实现作物按需分配，实现种植提质增效。

据统计，相较传统灌溉方式，智能灌溉系

统预计每年可为当地节约水资源 40%以

上。今年，大兴村通过这一灌溉系统实现了

每亩小麦增收300斤的预期目标。

“慧”种地，“云”管理，给农业插上腾飞的翅

膀。

在常庄镇建设的“5G+智慧农业”云平台

控制室里，电子屏占据了整面墙。屏幕上，农

田地理信息、智能灌溉控制、农业植保和气象

监测、环境灾情预警等高标准农田信息一目了

然，而相关数据在乡村两级管理中心和农户手

机客户端均可获得。

在云智能物联网水肥一体系统的智能管

控下，当地农民种植小麦全程实现了智能

化、机械化操作，一个人管几百亩粮田不再是天

方夜谭。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对农作物的

虫情、病情提供预警，为虫害、病害精准治理提

供科学依据，农民还能通过系统远程咨询专家。

有了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的移动 5G

网络，农民从过去靠经验种田，变成了用数据

作业，和高科技达成了亲密联结。“5G+智慧

农业”云平台的精准管理，不仅大幅降低了农

业生产的人力物力成本，更为农民带来了“智

慧农场”的全新体验。

55GG智慧农业管理 万亩“粮田”变“良田”

55GG 可视可溯源 农业更安全、消费者更放心

□韦凤杰 范艺宽 郭芳阳

烟苗栽植前，适时、高质量完成土地平

整、秋耕灭茬与冬前起垄等生产准备工作，

不但能改善土壤水肥气热条件，消灭烟田

杂草与病菌虫卵，为来年烟叶生长创造良

好的土壤环境，而且能改善土壤微生物菌

群，增强来年烟株的抗逆抗病性，提高烟叶

产量、质量与效益。

多年试验示范研究证明，冬前整地起

垄是烟叶提质增效的一项重要生产技术措

施，平均提高烟叶产量 7.3%，亩均增收

267.5元。

平整土地均衡地力

在我省大部分烟区，烤烟的前茬作物

以红薯、大豆、芝麻、玉米为主。这些秋作

物收获后，有些预留烟地高低不平，在耕前

要及时挖高垫低，平整土地。目前多采用

机械方法平整，也可采用激光平地机。平

整土地时要注意不打乱耕层，实现田间平

面或斜面高低一致，这样既便于排灌，减少

水土流失，又因耕层均匀，地力均衡，利于

烟叶生长一致，成熟落黄一致。

秋耕灭茬蓄水保墒

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清除根茎、落叶

与杂草。把握好适耕期，即土壤含水量为

相对最大持水量的 50%~70%时及时秋耕

灭茬，一般在 10~12月完成。应用机械主

要为翻转犁与铧式犁，平原区地块较大，便

于操作，常用液压悬挂翻转犁，丘陵岗区地

块较小，可用小型铧式犁或翻转犁。根据

耕犁机型配置 30~80KW 拖拉机牵引，作

业人员要有驾驶资质，安全操作。秋耕深

度，铧式犁一般 20~25 厘米，翻转犁一般

25~33厘米，以打破犁底层、增厚活土层为

宜。

秋耕后起垄前，应使用高箱旋耕机及

时粗耙，深度一般 15~20厘米。旋耕时不

漏茬不漏边，坷垃耙碎，地面平整，深度均

匀，破除垡片，避免相互架空，使土壤耕层

上虚下实，减少水分蒸发，保住底墒，确保

“秋雨春用”。据调查，及时秋耕秋耙对比

未秋耕秋耙的烟田，土壤0~30厘米土层的

含水量增加2.78%。

冬前起垄熟化土壤

我省烟区一般宜在土壤未上冻即12月

底前进行起垄，缺墒起垄，会加厚垄体的干

土层；墒太大起垄，易造成土壤板结；起垄

过晚，土壤上冻，不利于机械作业；起垄过

早，散墒，不利于蓄水保墒。起垄前可撒施

2~3立方米的土杂肥、牛羊粪、厩肥等腐熟

的农家肥。起垄时根据地力、灌溉条件等

先确定栽植行距，平原区一般 1.2~1.3 米，

丘陵岗区一般1.1~1.2米，按照行距划线确

定起垄位置。起垄机械用烟草专用1行或

两行起垄机，由50~70KW拖拉机牵引，作

业时驾驶人员调好起垄机入土深度，沿划

线直线匀速行驶，保证垄直、垄距均匀。平

原区起垄高度 25~30厘米，垄底宽 80~90

厘米，丘陵岗地起垄高度20~28厘米，垄底

宽 70~80厘米；垄体呈拱形，高低一致，宽

窄一致，土壤细碎，垄面饱满。

通过冬前起垄，可以聚集土层，阻挡雨

雪。垄体经过冻融，可加快土壤熟化，改善

土壤结构，增进养分分解，为烟叶种植提供

良好的土壤基础。

“种植面积从382亩增加到1800亩，年产值翻了30倍！”

刘小朝将烟叶产业为吴家垣村带来的巨变一言以蔽之。

刘小朝是灵宝市朱阳镇吴家垣村党支部副书记，2003

年以来任村里的烟叶专干。作为一名种烟30多年的铁杆

烟农，今年他种烟36亩，交售烟叶2546公斤，收入16.5万

元，打造了当地的“致富样板”。

“今年霜冻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村65户烟农的积极性，

这是必然结果。目前我们已经流转了600亩土地，明年

还要继续扩大面积。”刘小朝斩钉截铁地说。

必然结果，底气哪儿来？发展面积，自信何在？

吴家垣村是三门峡烟叶核心示范园之一，具有发展

生态烟叶的天然优势，种植云烟系列是辖区烟农的共

识。经过长期引导，在生态深栽、揭膜培土、豆浆灌根

等关键技术落实方面，吴家垣村的烟农基本可以做到

规定动作不走样。“农事跟着节令走。早发快长、及时

落黄的特性，注定云烟系列在 9月底前已经完全成

熟，躲过霜冻是必然结果。”刘小朝总结道。

今年，在刘小朝的组织下，吴家垣村的烟农还

搞起了测土配方施肥，每亩烟田平均施2立方米农

家肥，另加 100公斤有机肥、25~35公斤钾肥，同

时他还在烟农中积极推广生物菌肥，改善土壤微

生物环境，调节土壤活性。

“来年，我们要积极争取政策，使基础设施更

加完善……”刘小朝畅想来年烟草产业发展的

美好愿景。 （张艺童）

12月 8日，在卢氏县官道口镇石大

山村武家岭、陈家岭两组新烟田的开垦现

场，烟农戎当峰驾驶着钩机上下翻飞，不

大一会儿，十余亩撂荒地便被开垦出来。

三三两两的村民一边清理着田间杂物一边

谈论着今年的收成。能有如此冲天干劲，石

大山村党支部书记常遂峰由衷地表示：“这

多亏了烟草公司出台的好政策！”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石大山村村民单

靠种植农作物，依然没能快速致富，不少人选

择外出务工，大片“望天收”土地被撂荒。

为确保石大山村顺利脱贫致富，常遂峰带领

村“两委”一班人走县内、赴县外，对脱贫致富冒

尖村、典型户进行详细考察。考察过程中他们发

现，凡农作物种植成规模、效益高的地方，大都有

得天独厚的水源条件，而石大山地处黄土塬上，水

源不足，风大沟深。比较之下，常遂峰一锤定音，走

大规模种烟这条路。

2017年，他率先开垦了30亩新烟田，加上20亩

老烟田，他家一下子将种烟面积增加到50亩。当年

卢氏县烟草分公司出台发展50亩以上“小大户”优惠

政策，常遂峰一举摘掉了贫穷的帽子。村支书种烟成

了富裕户，村民戎当峰、李占方、李万州纷纷效仿。延

续至今，他们每家每年种烟都保持在50亩以上，发挥了

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致富后的戎当峰在种好烟的同

时，还购置了钩机、旋耕犁、起垄机等机械，通过

农机耕作方便了自己、助力了他人，也增加了一

份额外收入。李占方、李万州因技术过硬，被村

里聘为技术员。

在“领头羊”的带动下，石大山村外出打工的

村民纷纷返乡，走上了种烟致富之路。

眼见回乡的种烟户越来越多，常遂峰和村

“两委”一班人更加坚定了开垦新烟田的想法，并

成立农机合作社，助力村民开垦新烟田。2021

年，石大山村开垦新烟田620亩，使该村当年种

烟面积达到2021亩。经过冬前增施农家肥和春

起垄技术，2022年尽管灾情不断，但因有近三成

新烟田加持，全村15个组、103户烟农不仅全部

完成了烟叶合同交售任务，而且还实现产值

796.93万元，户均收入7.74万元。

“烟叶售完，不少村民买了新车、建了新房，干

劲更足了。今年入冬以来，不少村民申请开垦新

烟田，目前已完成680亩，还有520亩将在元旦前

开垦出来。”常遂峰谈起种烟前景时自豪地说。

驾驶钩机作业的戎当峰谈起石大山的蝶变更是

自豪：“开垦新烟田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一来

紧随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潮流，撂荒地一经开

垦，杂草丛生的荒凉景象不见了，块块整齐划一

的烟田成方连片，让人看了心情愉悦;二来解决

了明年在哪儿种烟的问题。” （叶新波）

“今天卖烟顺利吗？今年卖烟的收入怎么样？”12月7日，

在嵩县田湖烟站，洛阳市烟草专卖局纪检监察工作人员一边

查看烟叶收购工作秩序，一边向烟农陈延森了解他的烟叶生

产情况。这是洛阳市烟草专卖局纪检组围绕烟叶生产经营开

展监督工作的缩影。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洛阳市烟草专卖局纪检组把监督烟叶收购、保障烟农利益、促

进烟农增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行动，针对

烟叶收购流程、收购秩序等工作开展精准监督，让一片片烟叶

成为助农增收的“金叶子”。

多管齐下保规范

为保障今年的烟叶收购顺利进行，洛阳市烟草专卖局纪检

组打好主动战，收购前开展烟叶条线干部职工纪律规定知识测

试和线上廉洁教育，同时坚持送廉政到基层，与烟站干部职工

开展学习、警示、交流、承诺“四个一”教育，筑牢廉洁收购防线。

收购期间，将收购价格、收购标准、工作纪律、举报电话在

烟站醒目位置向烟农公开，同时采取直插现场、视频监控等方

式，对收购工作全程开展常态化、近距离监督。组织新进大学

生成立党风廉洁信息员队伍常驻基层烟站，发挥监督“前哨”

作用，协调工业企业人员进驻重点烟站，全面监督收购质量。

专项督导助增收

9月底10月初，面对突然大范围降温的极端天气，洛阳市

烟草专卖局纪检监察人员组成专项督导组，两天一轮对各单

位采收、烘烤情况开展督导通报，成立“金叶先锋”采烤突击

队，发动基层单位全员上阵、加班加点，协调烟炕，加强采烤指

导，最大限度帮助烟农应采尽采、片叶归仓。

针对连续遭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洛阳市烟草专卖局纪检

组又把保障烟农安全、顺利售烟作为监督的重点任务，领导带

队对烟站疫情防控、烟农闭环售烟开展专项督导，督促各项利

民便民措施的落实。

“我们的使命就是把监督的探头架在群众最关心的地方，

盯紧烟叶生产经营、烟农增收和职能部门责任落实。”洛阳市

烟草专卖局纪检组组长程明远表示。

今年的烟叶收购工作已接近尾声，洛阳市烟草专卖局纪

检监察工作人员近日再次来到烟站进行回访。“今年虽然有霜

降灾害，又受疫情影响，但烟草专卖局服务到位，烟叶收购秩

序比往年都好，各项措施也都落到实处，卖烟很顺利。我今年

卖烟总共挣了52万元，比去年每亩地多挣1500元！”陈延森

笑着说。 （梁明）

省烟草科研专家提出当前烟田管理关键技术要点

秋耕灭茬整地趁墒冬前起垄
精准监督 助农增收
洛阳市烟草专卖局纪检组围绕烟叶
生产经营开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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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5G网络对农业生产环境气象和土壤墒情进行综合数据监测。

禾苗、麦浪，青绿、金黄……在河南广袤的田野上放眼眺望，中原大地正蓬勃葳蕤且多姿多彩地展示着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魅力。

自动伸缩喷灌器
正在执行灌溉任务并
获取实时灌溉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