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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工作人员在河北沧
州泊头市洼里王镇芦庄村梨园操
作无人机给梨树授粉。

近年来，河北省沧州市大力

发展“智慧农业”，将智能环境
与土壤检测系统、植保无人机等
智能化农业技术和设备投入到生
产中，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的同

时，有效降低了人工劳动强度，
提高了农产品质量。

(新华社发)

3月31日，重庆市奉节县安坪
镇三沱村村民使用轨道运输机运
输刚采摘的脐橙。

去年春节，在外打拼20多年
的张润富回到重庆奉节老家探
亲，他感受到了家乡果农们运输
肥料、采摘脐橙时肩挑背驮的辛
苦与不便，萌生了研发一台代替
人工的轨道运输机的想法。

张润富历时一个月绘制出了

3D图，之后组装出样板车，又对
速度、刹车等性能进行反复测
试。去年11月底，他的运输机开
始投入使用。张润富介绍，这款
轨道运输机主要优势是能够依靠
双轨道，在山坡地形中行驶，安
全性高、载重量大、占地面积
小。同时，这辆车还可以实现遥
控。

（新华社发）

“慧”种田，致富路上享清闲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春耕春管正从南向

北陆续展开。随着新科技的应用以及越来越多

新农民的加入，春耕生产涌动着蓬勃活力。

花开不等人，除了蜜蜂授粉被广泛应用，无

人机授粉也出现了；山路十八弯，果子运输是个大

问题，重庆农民发挥聪明才智，研究出轨道运输

车，好用又“拉风”……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近

日表示，我国农业农村科技创新取得巨大成就，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今年，农业农村部门

还将开展智慧农场建设，耕作、管理越来越精准，

农民从会种地悄然向“慧”种地转变，不再一味地

出苦力、蛮力，致富路上越来越轻松。

编者按

蜜蜂：忙了人家的地，没荒自己的田
蜂农靠租蜂多挣了钱，果农靠蜂授粉节省了人工费

４月１日，泗水县圣水峪镇南
仲都村村民姚运岱家的大棚油桃
开始挂果。今年，他家的大棚油
桃授粉，靠的是圣水峪镇西仲都
村蜂农冯甲银的4箱蜜蜂。

姚运岱共种着5个大棚，3个
棚的桃树，2个棚的草莓。

谈起蜜蜂授粉，姚运岱说，
没有蜜蜂授粉，种大棚油桃根本
不行。雇人授粉，一个大棚全部
授完粉要付工费600元。关键是花
开不等人，人工授粉，一个棚1人
要干6天才能完成。花开2天后，
再进行授粉，授粉的质量就差
了；时间再长点，授的粉也就不
起作用了。“我这3个桃棚，同时
要雇十几个人才能赶得上花期。
我们村大多都是大棚户，种的又
都是油桃、草莓等水果，花期集

中，去哪找这么多人？”姚运岱
说。

南仲都村的大棚种植户姚运
宽指着落在草莓花上的蜜蜂说，
他从种草莓以来，就意识到蜜蜂
授粉是不可缺少的。他尝试过用
吹风机吹风的方式进行人工授
粉，但效果不好，坐果率不高，
草莓果型也不好看，畸形果多，
用他的话说“多数都是歪瓜裂枣
的”。使用蜜蜂授粉，这些问题
得以解决，坐果率高，草莓品相
好，收入也跟着提上来了。

在星村镇岳岭村圣融蜂业园
里，今年 6 0岁的张志州身体健
壮，一人看管着140多箱蜜蜂。他
说：“今年我出租蜜蜂的收入已
经2万多元了。”

张志州从1980年开始养蜂，
有 4 0多年的养蜂经验。他说：
“养好了蜂养人，养不好人养

蜂。”最近，有一批蜜蜂从大棚
里撤回来，他忙着让蜜蜂家族壮

大起来，每天看看是否有多出来
的蜂王。一个蜂群只能有一个蜂
王，蜂王多了，就要分出来。他
对近期的分蜂情况很满意。“只
有自己能繁殖出足够的蜜蜂，才
可以多分蜂，分出的蜜蜂用来出
租，就能额外多挣一些。”张志
州说。

3月31日，张志州给新泰市天
宝镇的樱桃园送了一车蜜蜂，一
箱蜜蜂400元。他每年有90多箱蜜
蜂对外出租。他说，每到大棚授
粉季节，本地的蜜蜂很抢手。租
给油桃大棚一箱蜜蜂200元，只需
租半月时间。现在主要是租给露
天果树，一箱蜜蜂是400元。租给
露天授粉的蜜蜂，基本不跑蜂。

据泗水县畜牧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卞玉宝介绍，目前泗水县有
养蜂户80多家，约1万箱蜜蜂参与
农作物授粉。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天银
通讯员 冯 健

张志州笑着告诉记者，他
每年向果农出租90多箱蜜蜂。

果园里的“过山车”

果农授粉用上无人机

福建省华安县仙都镇招坑村
有一项传承近600年的独特民俗，
18岁成人礼通过荡秋千来完成，可
惜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失去了活
动场地，该民俗被迫中断了。多
年后，招坑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少
杰不仅挖掘恢复了该民俗活动，
而且把它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乡
村振兴“网红产业”。

走进招坑村，路边的一块大石
头上镌刻着“天下秋千第一村”几
个大字。放眼望去，“招坑秋千谷”
错落有致地设置了五六十种各式
各样、五颜六色的秋千。

在招坑村，荡秋千是18岁成人
礼的一种方式。2017年，陈少杰到
招坑村担任第一书记后，就想把
它打造成为招坑村乡村振兴的“网
红产业”。38岁的陈少杰介绍说：“我
在网上搜罗了所有能找到的创意
秋千，然后自己绘图，找人加工制
作，让秋千谷里的产品越来越丰富
多彩，让游客在荡秋千时获得各种
新奇体验。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
‘秋千第一村’。”

陈少杰带领村里的党员干部
建设秋千谷、登山步道等基础设
施，让招坑村变得干净、漂亮、
有趣，让人愿意来。2019年春节，
秋千谷火了，游客达到15万人次。
今年春节，虽受疫情影响，依然
有7万多名游客造访秋千谷，招坑

村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
地”。

秋千谷给招坑村带来了效
益。2019年村集体收入达17 . 6万
元，2020年达80万元。秋千谷为村
民提供了20个固定就业岗位，旅游
旺季时还可提供数百个临时岗
位，加上村民向游客出售各种农
副产品，经测算每年可为村民增
收上百万元。“村集体收入进一
步壮大后，我们将考虑向村民直
接分红。”陈少杰表示。

为了让秋千谷规范、高端、
可持续，陈少杰又找来旅行社合
作，进一步开发漂流、房车基
地、丛林穿越、野外拓展等文旅
项目。

（据新华社）

秋千上的“网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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