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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嫁接的‘浙茄 10 号’苗
顺利长成，农户已经提走啦。”这天
一早，我们熟识的康成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金炳胜发来了这样一
则微信。金炳胜是一名杭州农创
客、瓜菜育苗行家。

一年之计在于春。当下，浙江
大地奏响了春耕备耕“进行曲”。在
康成农业位于杭州市临平区的数字
化育苗工厂里，1000 多万株果蔬种
苗长势喜人。这个春天，它们将被
送往周边 3000 多户农民手中，种下
丰收的希望。

茄子苗、辣椒苗、番茄苗、西瓜
苗⋯⋯这座有 16 项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的智能育苗工厂正值生产旺
季，订单排满全年。育出好苗，助力
农户增产增收，金炳胜和他的团队
有何秘诀？我们前往探寻。

预订要抢先
茄子嫁接苗“很好种”

“老杨，挑个多云天种下，气温
不要太低，定根水、定根肥要给好。”
在育苗大棚门口，我们见到了忙碌
的金炳胜。只见他一边帮工人搬运
出货，一边叮嘱身边农户杨永忠。

“这里的嫁接苗很好种，结出来
的茄子又多又漂亮，能卖好价钱！”
来自诸暨的杨永忠告诉我们，去年
试种后，他种茄子的收入增长了三
成。今年，他抢先预订了开春后的
首批茄子嫁接苗。他赶了个大早，
开着小货车前来取苗。

瓜菜嫁接苗，是这个数字育苗
工厂的“人气担当”。年产 2500 万
株瓜菜苗中，一半以上都采用了嫁
接法提升品质。其中，茄子嫁接苗
更是爆款，年销售超 300 万株。不
久前，金炳胜还接到了安徽、上海农
户预订茄苗的电话。

超人气的茄子嫁接苗，到底是
怎么育成的？我们很好奇。“上手试
一试，你们就懂了。”金炳胜卖了个
关子，带我们来到大棚内的嫁接区。

嫁接区坐着6位女工，都是周边
村民。来自龙旋村的唐凤珍手脚最
麻利，一割、一接、一夹，一棵茄苗便
嫁接完成。50 棵苗装满一盘，她一
天能接上百盘。观察一番后，我们
找凳子坐下，先用酒精擦手消毒，然
后戴上指套，拿起了割苗刀。

“接在上面的枝芽叫‘接穗’，下
面的根茎叫‘砧木’，两者切角统一
才好贴合。”金炳胜教我们分别在接
穗、砧木的根部以上 6 厘米左右下

刀，都呈 60 度角切下，两者切面对
齐之后，取专用小夹子迅速固定，如
此便完成了一棵苗的嫁接。随后，
它们会被放入温暖、高湿的嫁接愈
合室，一周后成活，再进入数字化大
棚“练苗”。

康成农业的茄子嫁接苗“很好
种”，奥秘便藏在砧木的筛选中。目
前，工厂正和省农科院开展合作，汇
集全国各地在不同环境中、根系抗
病表现特别突出的 10 余个野生茄
子品种作砧木，再与口感软糯、广受
市场欢迎的本地优质线茄品种“杭
茄 2010”“浙茄 10 号”进行嫁接，培
育出一系列适宜山区、沿海、平原不
同土壤条件种植的抗病、优产茄子
嫁接苗。

“不论农户要在哪里种，我都有
合适的苗，让他们种好、收好、卖
好！”金炳胜拍了拍胸脯。

管控数字化
种苗享受智能服务

春日里，天气变化无常。但进
入智能化大棚之后，种苗生长环境
安定了。

瓜菜育苗少不了借助科技的力
量。眼下，这个育苗工厂用上了自
主研发的“数字化农业环境管控系
统”，所有大棚都成了物联网温室。

一年四季，室内温度控制在 13℃至
26℃之间。

由于近来连续阴雨，棚外温度
低、湿度高，金炳胜和技术团队增加
了每日巡棚的频次。我们随他一
道，走进每个大棚，仔细检查棚顶是
否全封、增温设备是否正常运作。

“当气温低于15℃，大棚的地缘
热泵系统会自动开启，利用浅层地
热提升环境温度，降低空气湿度，节
能环保。”金炳胜指着地下，向我们
解释。随后，他又指向安装在温室
上部的内循环风扇补充道：“当棚内
气温到达 26℃时，它们便会自行启
动，为菜苗降温。”

作为杭州市“菜篮子”保供基地
之一，春耕期间，金炳胜的育苗基地
每天要向市场供给 6 万至 8 万株瓜
菜种苗。如何提升生产效率，金炳
胜的解题思路是：全程机械化。

填料、打孔、播种、覆盖、浇水⋯⋯
一台台精量播种机在自动流水线上
忙忙碌碌，有序进行着一连串穴盘
播种操作；紧接着，播满种子的穴盘
被成批运向智能催芽室，等待种子
发芽；种子发芽后再进入“潮汐式移
动苗床”，享受定时定量按需输送营
养液的智能服务。

“ 通 过 搭 建‘ 智 慧 农 业 云 平
台’，我们对种苗进行全生命周期
的数字化管控，实现了降本提质增
效。”金炳胜算了笔账：人工成本节

省 30%以上，化肥用量缩减一半，
生产用水节约 50%，种子发芽率与
成苗率却提高了一成，总产能增
长约 30%。

环境数字化管控、机械集
约化育苗，如今，金炳胜团队的
这套瓜菜育苗方法，已成为我
省种植业主推技术之一。

送苗到瓜棚
手把手示范怎么种

好苗配良法，才能获丰收。
和金炳胜一起工作了半天，我

们发现，他的手机铃声常会响起。
接得最多的，就是农户的咨询电话。

“种下两天不见长大？别急，嫁
接苗下地一般有两三天的缓苗期，
你让它适应一下，明天再没动静你
再和我说!”

“你今年第一次用嫁接苗种茄
子，不要种太密，普通苗每亩种1200
棵，嫁接苗要减到每亩800棵⋯⋯产
量只会增不会减，放心。”

终于挂掉电话，金炳胜看了看
表，下午2时15分，约定的送苗时间
快到了，于是，他喊上公司技术员胡
小刚，开车载着我们一同前往周边
农户贾文革的瓜田送西瓜嫁接苗。
平日里，金炳胜和技术团队成员也
常走访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走进贾文革的西瓜棚，金炳胜俯
身细究起棚内土质，听说这块地去年

已种过一轮西瓜，他当即建议对方今
年改种用南瓜苗作砧木的西瓜嫁接
苗。“这样，西瓜田的连作障碍就能克
服了，不然容易得病坏死。”

随后，他抓起一棵西瓜嫁接苗，
向贾文革示范种植方法:“给包裹根
部的营养土块覆上 2 到 3 厘米的土
就行，不要种太浅也不能种太深，肥
料要施足。”直到贾文革连连点头表
示学会了，他才放下心起身离开。

全程跟踪服务、专业设备支持、
根据不同土壤性质提出栽培品种建
议、给予技术指导⋯⋯如今，金炳胜
已累计培训了6000余位农民。

“只要农户能在新的一年里增
收，我们育种人再忙再累都值得。”
金炳胜说。

我们跟着行家体验杭州果蔬育苗工厂旺季生产我们跟着行家体验杭州果蔬育苗工厂旺季生产——

好苗咋育出好苗咋育出？？科技显身手科技显身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来逸晨来逸晨 通讯员通讯员 王王 萍萍

早春的清晨，绍兴市上虞区章
镇 镇 ，田 间 地 头 已 是 一 派 繁 忙 景
象。这个被当地人称为“虞南粮仓”
的小镇，于去年2月入选全国自然资
源系统首个耕地种植属性监测试
点，基于卫星遥感影像和人工智能
开展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
化”督查。

这项督查究竟是怎样做的？成
效如何？正值春耕备耕时，我们来
到章镇镇，跟着工作人员实地体验。

每月扫描
人工智能标记疑点
“首先，我们根据卫星遥感影像

为地表各类覆盖物画像，接着创建人
工智能初始模型，通过画像不断地训
练人工智能，使其掌握准确的识别能
力。”在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
人员王兴坤的指导下，我们通过“一
站式遥感监测处理分析软件”系统，
看到了卫星“眼”中的地面：3月的麦
田像一张嫩绿色的地毯，大棚像白色
的波浪，苗木像深绿色的马赛克，水
塘则是深色的平面⋯⋯

“咦？这个地方看着有些不一
样。”我们放大了一片遥感影像，只
见一片平滑的绿色“地毯”中间出现
了一块黄褐色的“污渍”。王兴坤定
睛一看，马上就说：“根据这块区域
的 纹 理 和 颜 色 判 断 ，很 可 能 是 抛
荒。”

接 着 就 是 人 工 智 能 筛 查、识
别。大约 10 分钟后，筛查、识别完
毕，页面自动刷新，刚才我们看到的
黄褐色“污渍”，被加上了红色图
框。“这叫‘变化图斑’，通常是每月
扫描一次卫星影像后获取，加红框
意味着可疑区域被人工智能标记了
出来。”王兴坤解释。

“这只是个开始，查得准不准还
得我们亲自把关。”王兴坤举了个例
子，“随着四季变迁，油菜会经历发
芽、开花、收割，其颜色、画面纹理都

会发生变化，要据此对人工智能的
识别成果进行多期校验、纠偏。”正
是经过了这样反复、深度的交互学
习，目前判断耕地是否存在被占用、
抛荒等问题，人工智能的检测精度
能超过80%。

针对我们刚才的发现，王兴坤
调出历史图像进行比对，然后告诉
我们，这个地方就在章镇镇灵运村，
去年9月，变化图斑就已经警示有问
题，我们随即告知当地。如今，已过
半年，似乎还没有复种。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我们得去现场看看。

耕地闲置
到田头为农民解难

我们驱车前往灵运村。道路两
旁，绿色的田野连片蔓延。远处，起
伏的山峦苍翠欲滴。

“ 疑 似 抛 荒 的 地 块 有 5 亩 左
右 ，位 于 灵 运 村 的 粮 食 生 产 功 能
区，去年 9 月发现后又做了现场比
对，情况基本属实。”一路上，章镇
镇自然资源所所长章志峰向我们
介绍情况。

我们来到疑似抛荒的定位点，
只见眼前这块地坑坑洼洼，与边上
平整的田地格格不入。“来帮忙拍
些现场核查图吧，要有 4 张远景、两
张近景。”章志峰拿出随身携带的
公 务 平 板 电 脑 ，调 出 图 斑 定 位 系
统，他让我们站在图斑边缘，从外
往里拍照。

我们绕着图斑边缘转了一圈，
从4个角度分别拍了一些远景照，然
后走进图斑中心位置，俯身对着土
壤拍了几张近照。蹲坐在田边的承
包户老管，看到我们后起身走了过
来，他一边走一边解释：“我没有抛
荒，去年我还种了水稻。”

“你先别急，技术人员通过图斑
比对过了，上半年你确实种了早稻，
但是下半年田里就闲置了，是什么
原因呢？”章镇镇农办主任宋烨耐心

地询问。
老管叹了口气，对我们倒起苦

水：原来，他看这片田齐整平缓，一
口气和村里签下 10 年的承包合同，
本打算开展连片机械化种植，没想
到这块地常年受山水和耕地反渗水
影响，土质异常泥泞，机器进田就会
陷入泥中，根本无法作业，只能人工
种植。“前几年还能支撑，但人工费
年年涨，不合算啊。”老管双手一摊，

无奈地说。
“你放心，情况我们已经了解

了，绝不会让你亏损的。”宋烨听
罢，拍了拍老管的肩膀，“我们既
要 保 证 粮 食 生 产 功 能 区 的 作 用 ，
也不能让老百姓吃亏。”他表示，
镇 农 办 计 划 与 村 集 体 协 商 ，先 由
镇 政 府 筹 措 经 费 改 良 土 壤 。 此
外 ，老 管 的 承 包 协 议 也 要 和 村 集
体协商调整。

现场核实
工棚拆了复垦完毕
告别老管，章志峰提议去一趟章镇

镇新区村。原来，上个月的图斑显示当
地可能有耕地被占用，工作人员现场核
查后发现，耕地上果然搭了一个工棚。
章志峰调出影像，只见一片灰白色的建
筑图形被红圈圈了出来。“当时我们就
给村里下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
书》《违法用地责令整改书》，从这个月
的影像来看应该是已经整改了，稳妥
起见，我们还得去现场核实。”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新区村党
群服务中心门口，这是一幢崭新的
大楼，略显突兀的是，大楼紧挨着一
块刚刚复垦的耕地。一位村干部急
匆匆赶了过来，他向我们解释：“上
个月施工单位在造楼，所以就近搭
了几间工棚。现在工棚已经全部拆
除了，也恢复了耕地原貌。”

“速度挺快的，耕地土壤确实都
恢复了。”技术人员走近仔细勘探土
质情况，我们也凑了过去，被雨水浸
润过的土地散发出一股独特的气
息。我们刚准备拍照，章志峰提醒：

“这次有些区别，要参照之前工棚图

片比对着拍。”现场核查真是个细致
活，比对拍摄完毕后，我们的鞋子已
沾满了泥土。

“这几张照片可以用。”章志峰挑
出几张我们拍摄的照片，开始上报整
改情况：登录核查小程序，在系统中录
入图斑号，然后将挑选出的现场照片
上传，并写上：“耕地已复垦，整改完
成。”最后一键提交，圆满完成任务。

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虞
分局副局长邱云峰告诉我们，他们正
在探索利用监测成果进一步分析、测
算植物生长规律。“苗木处于旺盛期
还是衰退期？地域条件适合种植哪
种作物？这些问题都能一目了然。
这样，就能科学地引导老百姓充分利
用土地价值，同时更好地开展督查。”

目前，基于章镇镇试点探索的变
化图斑识别技术已在全省推广应
用。“我们提取了全省耕地范围内的
变化图斑，部分数据已用于省域空间
治理数字化平台的‘耕地智保’场景
试点中，用于辅助
掌握耕地变化动
态。”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处处长
王翠青表示。

上虞用卫星遥感影像和人工智能保护耕地，我们一起去看看——

田头一有异动“变化图斑”报警
本报记者 朱 承 通讯员 李 风 梁 爽

朱 承朱 承

来逸晨

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人员查看耕地的卫星遥感影像。 受访者供图

章镇镇农田章镇镇农田

本报记者在金炳胜本报记者在金炳胜（（左二左二））的指导下体验茄子苗嫁接的指导下体验茄子苗嫁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志阳魏志阳 摄摄康成农业数字化育苗工厂全景康成农业数字化育苗工厂全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志阳魏志阳 摄摄

金炳胜（左）将农户需要的种苗装入
车厢，准备发货。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