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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时节，沉寂许久的土地开始复苏，农民积极开
展春耕备耕，田间地头，各种新型智能农机唱起了主角，
一幅幅“智慧铁牛春耕图”在石楼这片黄土地上徐徐展
开。

3 月 15 日，石楼县农机中心本着“早安排、早动手、
早筹划”的原则，深入县二郎坡垣开展“推进智慧农机推
广深松作业培训演示会”。在场 30多名农机操作手、农
机合作社社员、种粮大户共同观摩学习。

活动现场，专家跟着农民走，农民围着专家转。技
术人员认真耐心地为大家讲解智慧农机的操作方法以
及深松作业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解答农民在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

听完详细的培训讲解，华盛农机合作社社员兼农机
手李有平跃跃欲试，想要实地操作、现场演示，只见他熟练
地撸起袖子，发动起一台黄白相间的智能耕地机，拉动操
作杆，把好方向盘，按照作业路线快速规划、转弯、进退，在
他的操控下，耕地机械在翻涌的土浪中耕作自如。

“20 分钟耕 1 亩地，深松作业轻轻松松就能完成。”
自从耕地“铁牛”装上聪明“大脑”，李有平别提有多高兴
了。智慧农机不但可以全方位自动规划最优的路径，作
业后的路径也被自动存储记录，农业从业者们只需坐在
家中，通过手机 APP，便可一目了然勘测到地里农机的
作业时间、地点、里程、轨迹、质量等运行情况。

“在家一边喝茶一边手机办公务农，有了智慧农机，
咱也是‘白领’了呢。”农机手刘侯平感慨万分。“现代科
技让农机更懂农民心思、更贴近生产实际需要，原来科
技也可以如此接地气。”

石楼县农机中心推广站站长辛星介绍说：“通过在
机械设备安装智能终端 GPS 系统，我们可以科学调度，
合理安排农机，使农机使用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

近年来，石楼县充分发挥农机助春耕的作用，做好
机手作业技能培训，积极为农户提供专业化服务，解决
了农村用工难、用工贵、散户种植效益偏低等问题。“本
次活动，我们农机部门跟华盛农机合作社合作，提供一
个让机手之间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提高农户和机手操
作水平，进一步掌握新型技术，让农民朋友了解现代农
业发展方向的同时，也为石楼的春耕备耕以及今年的农
业丰收做出我们农机部门应有的贡献。”县农经中心主
任张照辉说。

智慧农机进地头，春耕农民不用愁。随着农业生产

由“汗水农业”朝着“智慧农业”加速转变，农民从“会”种
地到“慧”种地，耕种管收储等环节都轻松起来，再加上
强农惠农补贴政策的落地落实，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真
正成为了石楼县助推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和引领农民
丰收的“新引擎”。

“相比传统农耕，智慧农机可是帮了俺们老百姓的
大忙了，节省人力成本不说，深松作业可达 25厘米，效率
更高、质量更好。”有了新农机、新技术的助阵，在场种粮
大户李大爷对 2021年粮食丰收充满希望。

智慧农机进地头 农民春耕不用愁
——石楼县农机中心举办推进智慧农机推广深松作业演示培训会侧记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本报通讯员 许文悦

农机操作手驾驶“智能耕地机”快速翻耕土地

石楼
县农机中
心推广站
站长辛星
向农户介
绍“ 智 能
耕地机”

未来五年“老有所养”将有更多答案

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国民全人群免费接种

我国将构筑最大免疫屏障

支持小微企业的两项直达支持小微企业的两项直达
货币政策工具延至今年底货币政策工具延至今年底

税费优惠延续税费优惠延续
助稳就业保民生助稳就业保民生

3版

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