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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补短板·高质量·可持
续”为主题的 2024年中国农业机械化
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第十一届中
国农业机械化展望大会在北京举办，
采取政策解读、主旨报告、对话交流等
方式，探讨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路
径与策略。本次大会由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农业机械学会农业机械化分会主办，
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协办。
来自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
生产企业、相关媒体等近 200 人线下
参加了会议，直播平台超过 2 万人次
观看。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杜太生，中
心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农业机械学
会农业机械化分会名誉主任委员白人
朴教授，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监事长、中
心客座研究员方宪法博士先后在开幕
式上致辞。

杜太生强调了农业机械化在农业
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他表示，只有
坚持“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才能实
现农业现代化和建成农业强国。中国
农业大学在农业机械化教学、科研方
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基础，愿
与各方一道，继续为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和农业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白人朴指出，农业机械化为农业
强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我国
农业机械化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化、
智能化、绿色化”的新发展阶段，要着
力解决机械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将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
融合，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坚持开
放态度，不断创新，谱写农业机械化发

展的新篇章。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

原司长、中心咨询委员会顾问李伟国
发表讲话，指出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
发展还存在着区域和产业发展不平衡
的问题，如马铃薯、油菜、甘蔗等生产
机械化水平不高，畜牧养殖、水产养殖
机械化水平还很低，农产品初加工和
设施农业的机械化率不到 50%；在农
机装备制造方面，农业生产的某些领
域缺乏适合的农机品种，部分关键核
心技术、重要部件及材料受制于人，以
及农机农艺融合不够等。加快我国农
业机械化发展需要综合系统谋划，整
体推进，不能单一地依靠机械装备的
研发改进，要盯科技前沿发展，以提高
科技含量来提升农机化发展质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
究部部长、中心咨询委员会研究员叶
兴庆在题为《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有力有效推进农业机械化》的报告中，
明确提出了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
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和竞争能力
强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在深化农业
机械化政策研究、加快推进我国农业
机械化发展的同时，加强与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农机技术和产业合作。

中国农机化发展呈现出农机化高
质量发展特征日益凸显、基础不断夯
实，新时代新形势为农机化高质量发
展提出新要求，农机化高质量发展正
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等三个态势。农
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站长刘恒新
对当前我国农机化发展特点提出了见
解。他认为，科技创新环境加快改善，
技术迭代明显提速，从供给侧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装备支撑；需求侧支持
政策稳定实施，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需
求侧与供给侧协同发力的政策环境正
在形成；推进全程全面发展的同时提
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空间将深入拓展；
社会化服务加快提档升级，高质量发
展主体保障更加有力；保障粮食安全
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内生动力。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
素。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
记，江苏省科协副主席易中懿的《基于
场景驱动的农机化高质量发展》主旨
报告中提出，未来农业场景将呈现出
绿色化、工程化、品牌化；未来技术需
求将聚焦整体解决方案、个性化定制、
符合未来方向和现代技术应用；未来
农业技术创新呈现“场景驱动﹢链式
创新”“主体协同﹢学科融合”“数据智
能﹢现代生物”三大范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机械
学会名誉理事长、会士，国家农业信息
化工程技术中心主任，中心咨询委员
会顾问赵春江作题为《汉诺威农机展
对我国农机高质量发展的启示》的主
旨报告，以汉诺威农机展为切入点，全
面介绍了无人驾驶技术与装备、精准
喷药技术与装备、精准播种技术与装
备等前沿进展情况，指出未来装备将
不会集中在增加设备尺寸、工作宽度
和数量上，而是通过使用电子和数字
解决方案实现环境兼容和高效应用。

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
裁孙宝林在《稳链强链促进农机产品
质量持续提升》的主旨报告中提出，供
应链质量是产品质量的重要基础保

障。强调供应链韧性和可持续性，通
过供应链风险管理和质量提升助力企
业实现飞跃，并介绍了供应链可持续
性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

农业农村部原总畜牧师、中心咨
询委员会顾问张天佐对于中国式农业
现代化的路子怎么走、如何加快现代
化进程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表示，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进程的加速，关键
在于提升社会服务水平，通过集约化
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降低成本，通过
规模化的社会服务提高生产效率。将
土地以托管的方式交给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来进行管理与生产，把小农户、
小规模生产融入到现代农业的大生产
之中，实现千家万户农业生产过程的
专业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从而实
现农业现代化。

会上，还就“补短板与高质量”“补
短板与可持续”“产学研支撑”三大主
题先后进行了嘉宾对话与互动，分别
由原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巡视
员、中心咨询委员会专家马世青，中国
农业大学中国农机化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农机化分会主任委员杨敏丽，中国
农业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国农机学会
拖拉机分会副主任委员宋正河主持。

中国工程院汪懋华院士、罗锡文
院士，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会长陈
志，江苏大学副校长李红，中国一拖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广军，潍柴雷
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正宇就“补短板与高质量”，围绕
中国农业和农机化的特点及面临的挑
战，提出了见解及建议。

（中国农机化导报）

黑龙江省拖拉机保有量达到 160.5万台，
其中 100马力以上拖拉机 3.6万台。全省大豆
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9.66%，其中
机耕水平达到 99.9%，机播水平达到 99.91%，
机收水平达到99.12%，基本实现了大豆全程机
械化作业。农业机械化正成为黑龙江省发展
大豆种植业有力的支撑。

面对现实，着眼未来，黑龙江省大豆产业
发展如何依托农业机械化优势，发挥先进农机
装备的作用，实现大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
产，从而提高单产，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打造
龙江绿色优质大豆品牌？

大农机种出高产大豆

2018年，五大连池市圆满完成了一项农业
农村部部署的“大豆生产全程机械化试验示范
项目”，项目成果充分展现了农业机械化对大
豆生产的重要作用。

五大连池市青山现代农机合作社理事长
孙喜军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合
作社有现代农机具 30多台（套），能够做到大
豆生产全程机械化。按照项目技术要求，他们
在 2017年秋季就开始机械深松整地，2018年
春季用播种机进行精量播种作业。播种同时
进行机械分层施肥，然后机械药剂灭草、机械
中耕和机械追肥。在大豆收获期，采用联合收
割机收获，并完成秸秆粉碎还田。

项目成果令孙喜军感叹：大豆生产全程机
械化节本增产的效果真是明显。项目专家测
产结果表明，试验示范项目区大豆亩产 200公
斤，对比田亩产 155公斤。利用大型机械精量
点播，在增加株数的同时，避免了种子浪费和
过密种植，大豆平均每亩节省种子 1公斤，每
亩节省种子支出 6元；实行机械施肥，提高肥
效利用率 20%以上，平均每亩节省化肥投入 7
公斤，每亩节省 21元。项目区内每亩节省成
本55元，每亩增产增收52.7元，每亩增效107.5
元。

五大连池市是黑龙江省主要大豆种植地
区，记者从五大连池市农业局了解到，2018年
大豆种植面积 246万亩，占该市总耕地面积的
70.8%。近两年，该市推广应用了一批农机化
新技术，明显提高了大豆产量。与前三年相
比，2018年大豆平均亩增产22公斤。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
副处长李宪义说，该省依托大农机优势，瞄准
机械标准化种植，重点在组织形式、种植模式、
配套措施上集中发力，为提高大豆生产水平奠
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在黑龙江省 1481个现代农机合作社

中，种植大豆的合作社有 248个，占合作社总
数的18.2%。全省各地发挥现代农机合作社的
示范引领作用，在现代农机合作社率先推广优
良品种和大豆机械化新技术，提升大豆规模化
种植、标准化作业，示范推广大垄双行种植等
先进生产模式。

黑龙江省农垦地区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形
成科学完备的种植模式，包括大垄双行、大垄
三行、大垄双行（三行）原垄卡种三种大豆机械
化高产栽培模式。适应这种生产模式，农机生
产企业对大豆种植机械进行了升级和改造，市
场出现了一些大豆整地、起垄和大垄三行播种
机等新机型。

机械化质量不高成短板

作为资深农机专家，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
程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姜明海说，2017年该
省大豆种植面积约为 5100万亩，其中农垦大
约种植 800万亩，地方农机合作社种植 300万
亩，普通农户大约种植 4000万亩，普通农户种
植大豆面积占全部种植面积的78%以上，大豆
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与此相对应的

是，黑龙江省大豆单产分为三个层次：农垦平
均约为 175公斤/亩，农机合作社平均约为 145
公斤/亩，普通农户平均约为125公斤/亩。

虽然黑龙江省大豆生产机械化总体上发
展较好，在广大农村地区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种机械化的质量
不高，先进机具的配备与农机合作社差距明
显，即使在机具配备较好的农机合作社也存在
着田间管理薄弱环节。尤其是普通农户，多是
小地块种植大豆，拖拉机马力小，配套播种机
具技术落后、状态老旧，中耕追肥机具短缺，大
豆产量低、斤粮成本高、效益差，成为黑龙江省
大豆产业发展的短板。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研究员
栾晓燕也认为，当前，大豆大面积规模化生产
只在农场可以见到，农村传统一家一户的大豆
生产条件差，管理粗放，没有做到良田、良种、
良法有机结合，无法达到整地、播种、收获等过
程标准化，不利于产量提升。

田间标准化农机作业是保障

姜明海建议，要补齐大豆生产短板，应在

优化种植模式，提高农机化作业标准上下功
夫。努力提升农村机械化水平和质量，逐步缩
小普通农户与农机合作社的差距；继续推进土
地流转规模经营，加强以农机合作社为代表的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现有先进农机
装备作用；加强大豆全程机械化薄弱环节的科
研攻关，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加大农机化新技
术、新模式的示范推广力度，进一步缩小农村
与农场的差距。

李宪义介绍说，黑龙江省将全面推进大豆
生产全程机械化。现代农机合作社拥有大型
农业机械，是大豆标准化种植的主体，各地将
充分发挥现代农机合作社的主体作用，示范引
领大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改变目前大
豆混种、混收、混储、混用现状，实现特色化种
植、差异化发展、专用化生产，打造安全绿色大
豆品牌。并逐步建立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
系，积极鼓励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开展跨区作业、土地托管等农机社会化服务，
促进农业生产节本增效。

不久前黑龙江省制定的大豆产业振兴总
体方案提出，该省将实施农机装备提升工程，
即按照大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要求，完善现有
农机合作社机械装备，优化农机配置，建设与
大豆生产相适应的新型农机服务体系，截至目
前，全省田间标准化农机作业率达到 95%以
上。

（黑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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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机械化展望大会在京举办 □ 本报记者 丁新伟

1月24日，郎酒天宝峰包装物流中心投用仪式在赤水
河左岸郎酒庄园举行，历时4年的调研、规划、建设的郎酒
天宝峰包装物流中心最终落成，实现年设计包装产能达7
万吨。

郎酒天宝峰包装物流中心作为业内第一个拥有现代
化双立体库配置，年设计包装产能可达7万吨的酱酒包装
物流中心，也是行业内唯一一座集科技、生态、深度体验功
能为一体的酱酒包装物流中心。同时，郎酒露天陶坛自动
巡检机器人的首发，与包装物流中心共同迸发出“数智化
合力”，为行业注入2024年开篇“新势能”。

年设计包装产能达7万吨
郎酒为行业智慧生产注入新活力

从古老的酿酒小镇，到如今充满科技感、未来感，散发
出“深山中数智化硅谷”的浓烈时代气息，郎酒日新月异地
变化着。看着高科技的包装物流中心，郎酒厂的老工人感
慨：“在1987年以前，郎酒分别在天成、曲成老包装车间采
用全手工包装方式生产，每瓶酒从洗瓶到成品、堆码，工人
们要三天才能完成整个周期的包装。”

而如今，这项传统的手工制造已经完全变成了全国
领先的工业智能化运作。以“古法酿造，现代设备，智慧生
产”为导向，郎酒天宝峰包装物流中心由两个立体库、包装
生产车间以及配套设施构成，共规划10条生产线，包括4
条自动化产线、4条半自动化产线、2条定制化柔性产线，
在此基础上，包装物流中心年设计包装产能达7万吨。

走进包装物流中心，立体库中各种“高大上”的现代化
设备映入眼帘，高速运转、穿梭着，现代化生产线上，一排
排酒整齐列阵、高效包装。在天宝峰包装物流中心A区，
一排排近30米长的机械货架耸立排列着，如巨型“高达”
的机械战士手臂。

据介绍，运送来的酒瓶通过月台即可分别传入到各
个输送机上，而每个区域只需一名工人操作叉车作业即可
完成，包装材料吞吐能力达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依托数
智化能力，仓库内每一个货位的货物都被精准的记录和跟
踪着，全过程都能被智能化调度，数字化运营，极大地提升
了包装生产效率，为郎酒智慧生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行
业做出了示范。

郎酒现代化矩阵再升级
变革中重塑，百年郎酒插上“数智化双翼”

以智慧生产谋极致品质。作为郎酒酱酒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布局，包装物流中
心是实现百年郎酒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当下，在“思想升级、团队升级、产品升
级”理念助推下，百年郎酒正由内到外迎来系统蜕变，开启“二次创业”元年，迎来全
面升级。

日前，在郎酒年度十大图片发布会上，郎酒股份总经理汪博炜表示，改变这个
世界的一定是思想，但思想需要技术、产品为载体。在价值理论三部曲中，创造价
值、传递价值，再到收获价值、为消费者赋能，是一个完整的价值链。为了向消费者
再贴紧一点点，郎酒要以组织的力量、体系的力量驱动。

诚如所言，在白酒行业消费场景、消费链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整个产业
链正面临着数智化重塑。近两年，一些走在前沿的酒企早已洞察了时代风向，积极
布局数字化体系，而郎酒更是走在了数字化前沿。目前，除天宝峰包装物流中心以
外，郎酒还有多种立足行业前沿的现代化生产设施，俨然形成相互配合有序、高效
分工的现代化生产矩阵。

在十里香广场，郎酒与合肥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露天陶
坛自动巡检机器人首发。作为集各种“黑科技”于一体的白酒巡检设施，露天陶坛
自动巡检机器人包含自动智能巡检设备及陶坛健康度管理系统，可以辅助人员执
行陶坛巡检，实现陶坛实时识别和图像采集及存储。同时，机器人具备现场实时酒
精浓度检测和陶坛外形检测功能，可自动识别陶坛破损、漏酒风险。巡查机器人的
应用，有效加强了十里香广场露天坛贮的安全性，在提升能效的基础上坚实保障郎
酒极致品质。

如今，随着郎酒天宝峰包装物流中心的投用、露天陶坛自动巡检机器人首发
等一系列动作，百年郎酒正依托现代设备提速奔赴“智慧生产”的未来，这也成为郎
酒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以科技化、数智化为双翼，以“龙马狼”精神打胜仗指
引，郎酒正在“百年郎酒战略”之路上不断走深走实。

在胡蓉医生的职业生涯中，医者
仁心的信念成为她行医多年不变的坚
守。她深知疼痛给患者带来的身心折
磨，因此始终将患者的需求放在首
位。“作为一名医生，不仅要有扎实的
医学知识，更要有悲天悯人之心”。

提到从业中最难忘的事儿，胡蓉
概括为“笑脸”——患者在疼痛得到缓
解或医治后，发自内心绽放的笑容，串
联着胡蓉工作生活的点滴，更成为其
不断耕耘行业的动力。“记得之前遇到
一个因外伤右上肢截的患者，剧烈的
残肢痛导致每天上午病房里都会萦绕
他的嚎叫，情况持续很久，家属多方求
诊无果。最后经过我的诊断和手术诊
治，疼痛明显缓解后对我绽放出的笑

容和家属感激的神情，让我再次感受
到‘医者’职业的意义，更让我坚定循
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

面对疼痛医学领域的各种挑战，胡
蓉不断探索。在她的眼中，疼痛医学不
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人文关怀。

基于在行业的深耕，胡蓉在疼痛
医学领域也取得了诸多成绩。她不仅
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
无数患者提供科学高效的诊疗，更在
科研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胡蓉主持
和参与了多个省级与国家级课题，发
表专业论文达 20余篇，更成功获得相
关科研基金的支持，为疼痛医学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除了拥有中南大学博士学位，担

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疼痛科副主
任、硕士生导师、副教授，胡蓉更是中
华医学会学疼痛分会青年委员、湖南
省医学会疼痛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肿瘤麻醉与镇痛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行业组织成
员。作为行业骨干，她的身影活跃在
行业学会的各项工作中，多次作为协
会主讲嘉宾分享专业经验，更积极为
青年医生发声。

除临床和科研方面外，积极参与
疼痛医学的普及和教育工作也是胡蓉
重点的发力方向。她认为，提高公众
对疼痛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减轻患者
病痛至关重要。因此，她多次参与相
关公益活动，为患者和家属提供疼痛

管理的知识、技巧。“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能够帮助更多人了解疼痛、面对
疼痛，并为他们提供科学的医疗服务”
胡蓉坦言。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胡蓉积极探索人
工智能在疼痛医学领域的应用。她认
为，人工智能将在疼痛诊断和治疗中发
挥重要作用，“目前，我们主要的研究方
向也是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手术的引导，
提高手术的精准度和安全性，同时也在
进行脑机接口相关方面的研究。”

胡蓉表示,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
进步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疼
痛医学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卢 文）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胡蓉：

努力探索人工智能在疼痛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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