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把农户、网格员和商家
集中在一个平台“各取所需”的绿
洲管家、绿洲小哥APP，类似于打
车软件“滴滴”。不同的是，这个平
台把棉花从播种、收割到交易的
全过程进行模块化，农户可根据
实际情况设计农事方案，平台也
会根据农户所在地区、种植面积
等，提供个性化农事指导，推送气
象预警、病虫害监测等信息。

这是马龙华援疆“种棉花”的
一个小成果，看起来不过是简单
的软件开发，但背后却是卫星遥
感、土壤监测仪、智能气象站、虫
情测报仪等“高科技”的集成应
用，与此相配套的还有绿洲驼铃
智慧农业数据平台。

打开这个平台，点点地图上
的棉田，就会显示土壤墒情、种植
进度等信息。对于大片的棉田种
植来说，“数字化赋能农业”无疑
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提升了经
济效益。

马龙华教授是新疆建设兵团
特聘专家，2019 年开始去新疆

“种棉花”。新疆库尔勒和什力克
乡“绿洲农场”是新疆绿洲驼铃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棉花种植基
地，也是马龙华团队智慧农业实
施的重要基地。四年来，他带领团
队参与农业大数据、农机大数据
平台建设，通过控制器利用5G平
台进行田间数据传输和收集，未
来还将引入人工智能实现农事智
能决策。

“种棉花远不是 10 年前那
样，现在利用遥感无人机高精度
播种，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
可以精准控水控肥，农业物联网
可以做虫害预警，这边平台发警
报，那边就出动无人机提前防治
……收棉花也不像过去，四川、
河南的采棉工大老远跑新疆摘
棉花，现在有自走式打包采棉
机，机械化程度相当高了。”马龙
华说，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标
志，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农业
要做到“智能决策”，“不懂棉花
生产的人，通过这个系统也能种
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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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农打开绿洲

管家 APP，不仅能查

看地块信息、长势监

测、种植方案等，还

能在商城购买农资，

还可以定位地点发

布任务清单，比如棉

田需要采摘运输，就

可以下单车辆，入驻

的商户立即响应抢

单，提供服务……”

新 疆 是 我 国 棉

花主产区，分布着数

千万亩棉田。如何数

字化赋能棉花种植？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教授马龙华作为援

疆技术专家，从 2019

年开始了浙江宁波

与新疆库尔勒的两

地奔波，他也从一名

工业自动化领域的

专家，转型走上数字

农业之路，闯出一番

新天地。

□现代金报 |甬派
记者 王冬晓

开发“棉田滴滴”
两人管理6000多亩地

宁波高校教授
赴疆种下“智慧棉”

他在新疆开发“棉田滴滴”

去年夏天，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信息学院“芯青年”暑期社会实
践团前往新疆库尔勒市绿洲农
场。6000多亩的棉田，参与种植
管理的不过两个人，人员减少的
背后是科技支撑。

在看似平静的棉田里，“高科
技”从土壤“武装”到了天上。土壤
检测仪，检测土壤墒情；智能气象
站，可以做出灾害天气预警；虫情
测报仪，通过比对识别害虫发出
预警并提醒防虫作业……此外还
有长势监测、智能喷洒设备、水肥
一体机等，这些数据汇总到智慧
棉田系统，可以调度视频监控，还
能对网格员作业、农机作业、灌溉
质量等进行监管评估。手机终端
还有绿洲管家和绿洲小哥APP，
点点屏幕就能进行农事任务派发
和相关农事指导。

“在马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下，
我们这套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使得

农场每亩田的用水可节约10%-
13%，农药可节约15%-18%，化
肥可节约18%以上，劳力成本可
节约13%以上，产量可提高8%以
上，综合效益能够显著提高。”绿
洲驼铃库尔勒分公司总经理、农
艺专家熊大振向浙大宁理大学生
实践团介绍道。

据介绍，虽然新疆各地棉田
机械化、自动化的运用已经比较
广泛，但贯穿棉花耕种管收整个
流程的农艺+自动化的智慧棉田
标准化建设目前还不完善，而浙
大宁理马龙华教授团队努力探索
的，正是智慧棉田标准化建设。

“农业与工业最大的区别是，
工业是标准化生产，农业是复杂
动态的系统工程。假如让智慧棉
田标准化，数据共享共用，棉花生
产效率将会大幅度增加，参与生
产的各要素也会极大提高作业效
率。”马龙华说。

B 两个人管理6000亩智慧棉田

马龙华团队参与的智慧棉田
建设，因其快速发展和优异的表现
受到了当地政府关注，也成了库尔
勒智慧农场的典范。

就在记者采访他的前几天，
马龙华教授受邀参加新疆阿克苏
温宿县数字农业工程研究中心的
揭牌仪式。4月初，温宿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相关负责人一行来到浙
大宁波理工学院智能自动化研究
所，与他商谈数字农业相关领域
的合作。

接下来，马龙华还打算将智
慧农田“搬”到宁波。“虽然面积不
大，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当下我想
得最多的不是数字化、智能化，而
是如何提升智慧农田的经济附加
值。”马龙华在奔波温宿、宁波两
地之余，还抽空去丽水考察了特
色农业。

“丽水的稻田鱼给了我很大启
发，水稻田里养鱼，不用药不用肥，
天然有机，水稻和鱼卖出了高价。
这给了我很大启发呀!”马龙华表
示，智慧农田是科技助农，解放人
力提高生产效率，而农业的品质仍
需提升，他要在高效生态、特色精
品农业上出主意，想办法，做出更
多尝试。

C 提升农业品质
是未来探索方向

马龙华教授介绍智慧棉田管理系统。

▲去年暑期，大学生实践团前
往新疆探访马龙华教授（左三）和
绿洲农场。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智能自动化研究所，马龙华
教授（居中）与他的团队。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