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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县农业农村局

概念：技术先进、适用性强、稳
定可靠的灌溉泵站智能控制成套装置
和物联网智慧泵站管理平台。

意义：实现了系统构建模块化、
控制组件模块化、成套
装置安装简单化 （接线
对插）、过程控制自动
化、操作运用傻瓜化的
目标，同时该智能控制
装置按需添加通讯模
块、安防监控和视频监
控设备即可实现手机
APP和远程桌面的终端

监控和管理。实现一键来水、远程控
制、无人值守。减少了农业生产者的
管理精力投入，保障农业生产效率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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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情况

我县现有耕地面积为 84.46万亩，其中已建成高标准农田为 60.91万亩，占耕地
总面积的 72.11%；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65.31万亩，其中已建成高标准农田为 57.17
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的 87.53%。

2019年以来，我县推进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7个，涉及 5个镇 3个街道，
总投资 44119.5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 20256 万元，省级财政 16845 万元，市县财政
7018.5万元。新建高标准农田 19.92万亩，建设高效节水灌溉 1.41万亩。

概念：可概括为耕地物质生产力大小与耕地环
境好坏两方面的总和。包括四个方面：1.耕地用于
一定的农作物栽培时，耕地对农作物的适宜性。2.
生物生产力的大小 （耕地地力）。3.耕地利用后经
济效益的多少。4.耕地环境是否被污染。

存在的问题：和上世纪 80年代相比，30年来，
我国耕地的基础地力下降了至少十个百分点。上世
纪 80年代水田和旱地，基础地力水田大概在 80%，
旱地也可以达到 60%。现在水田下降到 60%，旱地
基本上在 40%。

化肥本身没有问题，事实上它对粮食产量的贡
献高达 50%以上，但是用得太多、用得不合理，长
期下来就会引起耕地退化、地力下降。

意义：耕地是生产农作物的土壤，是确保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
管理，提升耕地质量，对我国粮食安全、环境安全
和生态安全，既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又具有重大
的战略和长远意义。

耕地质量提升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措
施。提高耕地质量是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的重要保
障。提高耕地质量是水肥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基
础。

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我县同步开展耕地质量
保护工作，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 2个稻麦
专用肥(20-10-10水稻配方肥、17-13-10小麦配方
肥)，扭转了传统高浓度复合肥当家的局面。主要

农作物测士配方施肥
技术覆盖率达 95%以
上。同时，累计建立
水稻“测土配方、化
肥双减”示范区，发
放施肥建议卡 2.5 万
份，应用配方肥 (折
纯)0.59 万 吨 ， 化 肥
使用量减少 0.6%。

1.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推广 2个稻麦

专用肥 （20-10-10水稻配方肥、17-13-10小麦配
方肥），扭转了传统高浓度复合肥当家的局面。主
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5%以上。

2.建立水稻“测土配方、化肥双减”示范区。
建立 8 个示范区，累计发放施肥建议卡 2.5 万份，
应用配方肥 （折纯） 0.59 万吨，化肥使用量减少
0.6%。

3.建立耕地质量提升综合示范区。进行休耕、
深翻、培肥，示范区耕地休耕、深翻、种植绿肥示
范，强化对周边村镇的辐射带动，力促在全县辐射
推广休耕深翻、种绿肥技术。

4.耕地质量监测点监测工作。建立县级耕地质

量监测网络，及时记载调查数据，树立标志牌和展
示牌。利用智慧农业，加强网络监测力度。

5.开展耕地质量提升技术示范。（1） 推广秸秆
全量还田技术。（2） 应用土壤调理剂，改善土壤理
化性状。（3） 应用叶面肥，项目区实行叶面肥应用
全覆盖，推广应用硒肥、硅肥各二次，在水稻抽穗
期、灌浆期喷施。（4） 开展田间对比试验，以达到
示范区耕地质量提升目标。（5） 在水稻成熟期对示
范区全部进行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包括对土壤、农
产品进行抽样检测。

6.健全耕地质量等级评价。规范开展 74个耕地
质量变更调查点样品采集与检测，开展耕地质量等
级评价工作。

7.建立示范基地。测土配方施肥与耕地质量提
升技术推广应用示范基地 181户，免费测土、配方
肥、缓控释肥等应用示范，辐射带动全县化肥减量
增效技术推广。

新胜村原来的土壤较为板结，进行了施撒有机
肥、土壤深翻之后，土壤墒情达到了 70%。

耕地质量提升

田间安装 LED 显示屏，实时显示采集到的农
情环境信息，作物植被指数和农学参数 （土壤墒
情、虫情、苗情、灾情等）。

智慧农业

概念：智慧农业是指利用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服务全产业链进行智能化控制，实现农业生产的优质、
高效、安全和可控。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智慧农业，发展智慧
农业是实现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意义：智慧农业的技术框架大体包括信息感知、智能决
策和决策实施 3个方面。信息感知包括通过农业物联网等获
得各种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信息，如作物、土壤等环境以
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乃至社会的信息；智能决策如同大脑，
对各类信息进行分析处理，提供管理或控制的方案，例如专
家系统；决策实施则根据分析结果进行，包括经营策略、种
植方案、环境调控或农机 （例如无人机、播种机） 的操控。
信息感知和决策实施往往依托于硬件设备，智能决策则主要
是数据和知识的处理和计算。利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实时
监测和采集，用户可全面查看管辖范围内的“四情”如土壤
墒情、虫情、苗情、灾情的监测数据、走势分析数据、报表
分析数据、图形预警等信息，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

我县智慧农业发展现状：自 2018年以来，共建设智慧农
业监测点 10 个每个监测点可覆盖 300 亩的农田，共计覆盖
3000亩。

一键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