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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插秧机一天能栽40余亩
总成本降低20%以上

“插秧用插秧机，施肥用无人机，不仅

方便还实现了降本增效。”站在田头，看着

平坦辽阔的稻田，海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

果蔬分公司经理林勇感慨道，相较于职工

从早到晚埋头一根根插秧，机器插秧省时

又省力。

近两年，“海垦东路”广泛试种适合当

地实际的特色水稻品种，推进优质稻品种

更新、示范推广。“去年，我们自主经营试

种了本地特优‘128’水稻品种，首造总产

量约19万斤。”林勇回忆道，经过一年的

试验与市场调研，今年农场公司选择种植

了产量更高、抗病性更强的特优“458”水

稻品种。

“水稻种植是有讲究的，时间不能超

过15天，否则会影响到今年的产量。”林

勇算了一笔账：588.6亩的稻田，至少需要

70-80人，即使是插秧能手一天最多也仅

能栽种1亩。而使用高速插秧机，按每天

8个小时作业时间计算，一台插秧机一天

能栽40余亩，总成本能降低20%以上。

不仅如此，以往一人要背着几十斤打

药桶来回穿梭，一天才施不到20亩的肥，

且打不均匀，工价又高。如今，有了无人

机，只要设置好相关数据，便可轻松给秧

苗施肥、喷洒农药，一天 120亩不在话

下。“今年我们水稻播种全程推行机械化

服务，还采用了输水泵自动浇灌，机械换

人，省时节本又省心，效率真的高！”林勇

笑着说。

有了“黑科技”的加持，一幅春耕“画

卷”正徐徐展开。

无人机飞进荔枝园
可节约3成人工成本

“黑科技”除了能“飞”进田间，还能

“飞”进果园里。

在“海垦东路”十八队标准化荔枝基

地，工人正忙着操控植保无人机为荔枝树

喷洒药水。只见极飞农业科技创新工程

师李乙贤将调配好的药水倒入无人机药

箱。伴随着一阵急速的“嗡嗡”声，巨型植

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设定好的路线，

在空中匀速飞行，喷出乳白色的水雾。

“使用无人机作业，能够对荔枝树全

方位无死角均匀地喷洒，实现省时省力、

降本增效。”李乙贤边操作无人机边说，

只需要一部手机，轻轻一点，无人机就可

以自动起飞喷肥喷药。无人机飞行区

域、飞行路径和撒药完成量等信息皆在

手机上一目了然。除了需要给无人机充

电和装上药水，其他工作都只要点点手

机即可。

“现在无人机都帮我们完成了施肥喷

药的工作，不仅可以精准记录剂量，也方

便溯源。”林勇介绍，以这片335.7亩的荔

枝园为例，6345株荔枝树经传统的人工

喷洒需要6人共同作业3天才能完成，但

有了无人机后，时间便可缩短至2天，能

节约3成人工成本。且如遇上阴雨连绵

的日子，人员只能断断续续完成喷洒，效

率比较低，而无人机只要停雨就可以随时

启动。

不仅如此，无人机机翼旋转过程中，

风力吹起树叶，药水就可以更加“打透”，

使用机器的喷洒成本也要比雇人喷洒成

本低两倍，荔枝挂果质量也更统一。

据了解，“海垦东路”还在各基地搭建

了一体化智能可观测平台，应用“云监控”

系统实现监管全覆盖。将雨水、温湿度、

虫害情况以及荔枝生长的实时监控画面

传回到大数据平台后，管理人员用手机就

能随时随地掌握荔枝生长情况。

2023年以来，海垦集团启动“一场一

品”工作，依托遍布全省18个市县的资源

要素和特色禀赋，因地制宜，建设一批规

模化、标准化的全链条特色产业基地，着

力构建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

业”发展格局。

海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付谨盛表示，下一步，公司将大力发

展“设施+机械+数字”智慧农业新模式，

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效提升水稻

生产管理效率；加强科企合作，积极探索

水稻新品种培育，增强企业竞争力；聚焦

“东妃”品牌建设，打响“东妃”大米的品

牌，继续进一步探索信息化农业，推动产

业向多元化、数字化、智慧化转型。

南国都市报3月19日讯（记者任桐
通讯员郑健军）“我转承包了同村王某的

50亩土地种植槟榔，现在王某的承包经

营权到期了，我应该怎么办？地上种植的

槟榔要铲除吗？”……近日，在静谧的夜空

下，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门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广场，村民们围坐在“法

治+”金融夜校讲台前，纷纷举手提出遇

到的难题，气氛热烈。海南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法律事务部律师及乌石镇信用社

客户经理一一耐心解答。

“法治+”金融夜校是岭门村帮扶单

位海南省农信社2024年融合“民主法治

示范村”及“整村授信示范村”创建工作，

针对村民生活中遇到的民事纠纷、邻里关

系、家庭矛盾、金融产品、反电诈等问题重

点打造的理论宣讲新阵地，以其新颖的宣

讲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良好的宣讲效

果获得了在场的村民广泛赞誉。

“法治+”金融夜校邀请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法律事务部律师、省农村信用社

琼中联社乌石信用社联手开展活动，讲师

搬个板凳进村，与群众“面对面”，用群众

听得懂、能领会的案例进行宣讲。

岭门村委会黄启林书记表示“法

治+”金融夜校为村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

题。据悉，今年以来，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结合岭门村实际，将通过开展法律讲

座、制作便民服务法律手册、拍摄普法视

频、举办普法晚会等方式，“线上+线下”

立体推进宣教全渠道覆盖，提升村民法治

素养。与此同时，岭门村党支部还将继续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今年将在每个村

小组培养1名“法律明白人”，每季度评选

一批“知法懂法守法模范户”，颁发“法制

模范户”门牌。

快看，
海南春耕“画卷”里
藏有“黑科技”

正值春耕时节，在文昌市东路镇，海
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东
路”）的水田里，满载秧苗的插秧机来回穿
梭于田间，一株株翠绿的秧苗伴随着轰隆
隆的作业声，被均匀地插入田中，放眼望
去，整片稻田规整平坦，宛若披上了一层
绿色的新衣。

今年以来，“海垦东路”一路追“新”，
充分利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修复区）完
善的标准化田间基础设施，以“自主经
营+智慧化”管理模式，推行特优“458”水
稻品种种植588.6亩，耕作全程实现了
机械化。 南国都市报记者杜倬荷

琼中岭门村“法治+”金融夜校开课

讲师“面对面”为村民解难题

机械换人、智慧化管理……高效降本又省心

“海垦东路”位于文昌东路镇的水田。记者李昊摄

满载秧苗的插秧机。（“海垦东路”供图）

植保无人机为荔枝树喷洒药水。记者李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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