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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决农业生产
缺乏壮劳力困境

“无人机”来到新石
村，村民们也从中受益。
新石村6组村民张小军私
人承包了100多亩地种植
水稻，打药、施肥等阶段
也均依靠无人机，每亩支
付20-30元。

新石村1组71岁的郑
元清将家中的 3 亩地流转
给了友贵新种植股份联合
社，他算了一笔账，按水稻
亩产 1000 斤，稻谷 1.5 元一
斤计算，3 亩田种一季水稻
只有4500元的收入，还需要
除 去 种 子 、肥 料 、人 力 成
本。而如今，他每年收取
2000 多元的土地租金，平日
里在联合社打工管理稻田，
80元/天，收入翻了几番。

“新石村的数字农业示
范点建设，有效解决了全村
农业生产缺乏壮劳力的困境，
借助数字化手段，提高了生产
效率。”代伟介绍，经测算，新
石村1300亩稻田平均亩产500
公斤，2023 年综合收益为 320
万元，相比之前的 175 万元增
收80%左右。

低空经济成为
“新农人”的新天地

开着“飞机”“玩着”电脑，就
能把田种好，这是过去农民们想
都不敢想的农作方式。无人机作
为一种新质生产力，不仅让农作
物增产丰收有了十足底气，也让
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有了科技支
撑，为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
注入了新活力。

更可喜的是，低空经济带来了
新机遇、新职业，成为“新农人”的
新天地。向应龙告诉我们，越来越
多年轻人选择在乡野田头“起飞”，
新石村如今已是璧山职教中心学
生们的无人机实训基地。不仅如
此，璧山区的退伍军人也在此进行
了无人机驾驶员、数字农业相关培
训，变身“新农人”奋战在乡村振兴
新阵地。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将汗水挥
洒在广袤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无限
可能，共同绘就美丽乡村的生动画卷。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张春莲
实习生 郭馨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387块稻田信息
1台无人机两天采完

新石村户籍人口3056人、1318户，但实际常住人口仅650余人，其中老人占比达到70%左右，壮劳力缺失。
“全村有1930亩耕地，主要作物是水稻和玉米。”璧山区人大代表、健龙镇新石村党委书记代伟说，村里

老年人居多，发展数字农业，正好可弥补村里壮劳力不足的问题。
2022年，新石数字农业（重庆）有限公司在新石村成立了友贵新种植股份联合社，流转1300亩稻田专

门从事水稻数字化种植。综合利用无人机、大数据、数字化农业管理平台等手段，参与水稻种植、生长、管
护、收割全过程。

友贵新种植股份联合社理事长谭永琳介绍，在稻田测量阶段，通过无人机航拍，将总面积1300亩的
387块稻田，进行数字化信息采集。包括面积、高程、坡度、水源等大小参数，1台无人机两天即可采集完
毕，并对数据信息进行运算分析后，汇集至数据库，进入数字化农业管理平台。

要是以前，如果仅仅依靠人工手持竹竿、皮尺等工具进行测量，1300亩地需要5个人忙上近一个月；
就算利用GPS手持设备进行测量，一个人也要干上一周。

插秧播种阶段
平均每亩地省200元

走进新石村稻田，成片水稻植株绿油油的，即将进入拔节孕穗期。重庆晚报记者注意到，农田里的
水稻植株并不是印象中那样，一排一排生长得很稀疏。

“这些水稻都是通过无人机直播的，所以不像传统人工插秧或机插秧那样整齐划一。”谭永琳介绍
道，由于农作物种植和生长有时限，要是通过传统人工种植，1300亩地集中种植根本不能完成。

传统耕种方式需要先育秧，再插秧。谭永琳计算，平整一块50亩大小的稻田育秧，仅整田掏沟、
播散覆膜，就需10个人忙活一周，就算是用育苗盘进行集中育苗，50亩地也要10个人干上整整两天；
而在插秧时，1300亩地用两台6行插秧机要连续作业两周左右。而利用无人机直播，不仅省去了育
秧环节，装载着60公斤种子的农业无人机每起飞一架次，短短15分钟就可完成30亩稻田直播，平均
每天完成200亩，一周左右就能将1300亩稻田播种完成。

“虽然无人机直播的种子成活率略低于人工插秧，但在亩均产量上相差无几。更重要的是，在插
秧播种阶段，平均每亩地还可以节约200元成本。”谭永琳提到，相比于传统耕种方式动辄数十人不
同的是，无人机直播只需一名飞手和两名助手协作。操作人员还不用下田，站在路边就可完成。

植保无人机能装载100余斤，最大载量可以达到160斤，不仅能让农业人员站在田坎路边播
种，还可以进行喷洒农药、施肥、杀虫、茎叶除草等。

坐办公室巡田
可轻松精准施药除草

“这块稻田里长了一些杂草，要请技术人员按情况处理。”22岁的无人机飞手向应龙一边操作
机器，一边叮嘱身旁的助手在APP终端上上传草害坐标，便于下一步精准施药除草。

向应龙是友贵新种植股份联合社与璧山职教中心合作的无人机飞手兼无人机专业讲师。他
说，现阶段正是水稻管护的重要阶段，稻田是否长了杂草、是否有病虫害，都需要实时关注。

“如果全靠人力去‘巡检’农田，需要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太大，而无人机大半天时间就能将
1300亩稻田巡完。”向应龙说，无人机可以通过多光谱识别农作物的长势，技术人员可通过无人
机拍到画面和一些数据初步判断水稻是否长有杂草、是否缺水缺肥、是否遭遇病虫害。最后，
农技人员会视情况，对无人机巡查到的稻田情况进行处理。

在稻田旁，一个白色的正方形盒子引起重庆晚报记者的注意。“这是我们刚安装好的无人
机机场，等调试好后，坐在办公室就能操作无人机‘巡检’农田。”向应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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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田坎边就能播种施肥，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巡检”农田，这番农

作场景已在璧山区健龙镇新石村成真。近日，重庆晚报记者来到该村

走访，发现为当地农业插上“数字翅膀”的“
黑科技”，竟

然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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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1

促农增收

记者手记

新石村刚安装好的巡田无人机机场新石村刚安装好的巡田无人机机场

新石村村民为植保无人机作业做准备新石村村民为植保无人机作业做准备

无人机正在喷洒作业无人机正在喷洒作业

大疆T50植保无人机
年龄：1岁半 体重：52公斤

技能：为农田播种、喷洒农药、施肥、杀虫、茎叶除草等。

大疆机场2
年龄：1岁 体重：34公斤

技能：远程制定飞行计划，可7×24小时无人值守作业，巡查农田、病虫害监测等。

档案2

谭永琳在用无人机谭永琳在用无人机““巡检巡检””稻田稻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