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河农业农村局执法队员在官舟镇农资市场检查。

玉屏田坪镇马家屯村无人机正在施药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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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江正光街道物流园农资经营网点商户正在运送物资。

万山鱼塘乡槐花村村民正在农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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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江中兴街道夫子坝村红薯育苗基地。

在思南县孙家坝镇的田间课堂里，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代泽辉刚刚为种植户讲解了一场红薯
苗床制作、管理的培训会，便进一步深入田间地
头为群众提供技术指导。“苗床要彻底消毒，起垄
时，中间的厢面要1米宽，10米长……”类似的培
训活动正在孙家坝镇大力开展，通过政策扶持、
技术培训、示范带动，推动了当地红薯产业种植
的科学健康发展。

在碧江区川硐街道小江口村的福柚种植基
地，正因农技专家带来的专业果树培训焕发生
机。无论从剪枝、施肥到病虫害防治，徐守波都
对农户进行深入细致地现场指导，4480亩的香柚
将为小江口村民带来一笔可观的收益。

在思南，智慧农业小程序可运用广泛，农户
不仅可以“找农活”“找农机”“找农产品”，商户也
可对应发布相关内容，既能提供政策咨询，也可

“一对一”提供帮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

了“新农活”、数据成了“新农资”，传统春耕便被
赋予了新时代内涵。

令人欣喜的是，春耕大军中涌现出越来越多
年轻面孔。玉屏的无人机手、碧江的“新农人”联
盟、思南的农业技术骨干把春耕现场变成“绿色
直播间”。这些带着新思维、新技术扎根土地的
年轻人，正用青春热血浇灌着山乡的未来。

在铜仁春耕备耕的各个环节中，现代化农业
技术的引入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在节本增
效、生态环保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自动化播种
机、机械化翻耕设备的普及，使传统劳作型农业
转变为科技驱动型农业，通过“科技+农业”的深
度融合，有效推动了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农机补贴、技术培训、资金扶持、物资储备监
管等多种形式的支持，鼓励企业和农户引入先进
设备和技术，推广农业生产的新型模式。通过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户们能以更低成本购置机械

设备，减轻了春耕压力；技术培训和指导
让农民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提升了生产
效率和作物质量。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发
展有机种植、倡导生态循环农业，进一步
提升农业的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水平；政
府统一采购和自行采购的灵活搭配，执法
部门对行业标准监管等为春耕生产解决
了后顾之忧。

铜仁春耕的每一篇章，都是科技、技术、人和
物力的共同注解。

当夕阳为武陵群山镀上金边，春耕的喧嚣渐
渐沉淀。育苗棚里的补光灯次第亮起，犹如撒落
大地的星子；无人机的航迹在暮色中隐去，留下
充满希望的明天。这场春耕交响曲既是传承千
年的农事记忆，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强音。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每一粒破土的嫩芽都
在诉说：铜仁的春天，正在耕耘中绽放新的辉煌。

走进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夫子坝村的育
苗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薯苗工厂”。工
人们在标准化的育苗基地里，做着除草、翻犁、平
整土地、土壤消毒等准备工作，每个环节如同精
密的生产线。

这种工业化思维正在重塑传统农业。夫子
坝村的 24亩育苗基地，通过“统一供种、集中育

苗”，能为 6个乡镇提供 2400亩优质薯苗。2025
年印江全县采取“统一供种、统一育苗、统一标
准、统一收购”的发展模式，确保1.35万亩红薯实
现“同标同质”。

产业变革在田间地头激发出惊人能量。松
桃甘龙镇推行“育苗订单+收购订单”的“双订单”
模式，整合育苗、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资源，

不仅保障了农产品销路，还有效提升了
农民收益；沿河自治县夹石镇红薯育苗
和银杏育苗“双箭齐发”，“公司+村集体+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共同推动产业
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有效解决闲置土
地，为农民增收致富。小小红薯串起的
产业链，正成为撬动山乡巨变的“金杠杆”。

农业生产离不开农资的保障。碧江区正光
街道物流园里，春耕物资的进出奏响独特的“春
之曲”。100多吨的有机肥堆成小山，五颜六色
的种子袋在货架上列队，800卷农膜卷轴像等待
检阅的士兵。经营户李营夫妻早早就开始忙碌，
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忙运送化肥。

与此同时，碧江区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调运
农资，全区农资销售点进入“备战状态”，化肥、水
稻、玉米、农药及农膜等生产物资储备充足，种类
丰富，能够全面保障春耕生产需求。谷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的农资储备仓库里，水稻、玉米种子
等物资一应俱全。万山区 68家农资销售点也全
部做好物资储备，春耕生产所需物资供应充足。

在农资储备战的另一条战线，沿河自治县的
执法队员正拿着“放大镜”守护春耕安全。“这个
品种的备案号需要再核实。”“农药离过期还有三
个月要单独存放。”——在官舟镇农资市场，执法
人员对经营商户逐一检查。他们的检查车穿梭
在 23个乡镇之间，后备箱里除了执法文书，还装
着新印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禁限用农药名

录》《农资（种子、农药、肥料）购买告知书》等宣传
资料。

这种“疏堵结合”的保障体系正在铜仁市铺
开：碧江建立农资储备“蓄水池”，对区县、乡镇经
营户实行动态监测；印江推出“春耕服务直通
车”，各大农资企业深入实地调研，根据需求从仓
库调运农资至乡镇销售点。当科技与传统碰撞，
服务与监管并重，春耕物资保障网越织越密。

在思南县智慧农业调度中心，农业生产、经
营、管理全流程通过大屏幕一览无余。三道水乡
的红薯育苗基地里，大棚内精准控制着适宜红薯
苗生长的“黄金温度”；塘头镇的油菜田上空，无
人机航拍画面清晰显示着作物长势。这个集物
联网、大数据于一体的“数字大脑”，让传统农事
完成了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的蜕变。

百里之外的玉屏田坪镇，无人机正在油菜田
上空编织白色的雾网。农机手熟练操控着遥控
器介绍道：“曾经需要十几个壮劳力忙活整天的

病虫害防治，如今只需两架无人机就能完成。”更
令人称道的是，通过精准施药，农药用量减少了，
却让菌核病防治效果提升了。

春耕时节，田间地头的机械声格外响亮。万
山区鱼塘乡的旋耕机、割草机齐上阵，村民陈建
军家的三亩地，二十分钟就翻整完毕。“搁以前全
家得忙活上一整天，现在机器突突两圈，连田埂
杂草都收拾干净了。”村党支部副书记杨洋为村
里无劳动力家庭调度了6台大小型旋耕机及3台
割草机进行统一作业。“有了机械加持，每天能耕

80亩，全村500亩地，预计一周就能结束翻耕。”
在松桃苗族自治县甘龙镇麻兔村的辣椒育

苗基地，育苗播种机每天可完成 4500盘播种作
业，出苗率预计可达 95%。这种“机械加持+高效
育苗”的方式，不仅保障了 3000亩订单辣椒种植
基地的用苗需求，还推动了辣椒产业的规模化、
标准化发展。

正是科技的加持，使得传统农耕大大缩短种
植周期，节省了人、财、物力成本，使得农业生产
向着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迈进。

春日的铜仁，群山褪去冬日的沉寂，乌江支
流在暖阳下泛起粼粼波光。从思南的红薯育苗
基地到玉屏的油菜田垄，从碧江的农资仓库到沿

河的农业执法现场，一场关乎春耕的“大地协奏
曲”正在武陵深处悄然上演。

农机轰鸣声惊醒了沉睡的土地，农人弯腰的

身影点缀着田野，新时代的春耕故事，正以充满
泥土气息的笔墨，在黔东大地书写着乡村全面振
兴新篇章。

科技翅膀托起“智慧春耕”

绿色通道守护“春耕粮草”

现代产业奏响“春日序曲”

新农人绘就“春耕新景”

松桃石梁乡辣椒育苗基地。

思南孙家坝镇田间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