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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5月的江淮大地，正处于灌浆期

的小麦长势喜人，微风吹过，日渐饱

满的麦穗随风摇曳，麦叶沙沙作响，

好似在吟唱“丰收前奏曲”。

2023年，安徽粮食产量达830.16
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实现“二十连

丰”，连续7年站稳800亿斤台阶。

2024年初，安徽省印发《关于加

快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的指导意

见》，提出到 2035年，全省粮食产能

稳定在 1000 亿斤以上，耕地面积稳

定在 8115 万亩以上，其中永久基本

农田不低于 7143.56万亩，粮食播种

面积稳定在1.1亿亩以上。

如何稳面积、提单产？近日，证

券时报记者深入安徽田间地头，亲

见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成果，感受现

代农业的科技成色，探寻社会化服

务赋能现代农业的全新路径，解构

安徽力争打造“千亿斤江淮粮仓”的

产业密码。

无人农场里的“黑科技”

足不出户，就能将千亩麦田的生

长情况尽收眼底。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来到安徽亳

州谯城区赵桥乡双楼村，看见“90后

新农人”焦瑞正在他的“农场监控大

厅”里轻点鼠标，熟练地操作着一套

无人农场数字农业决策指挥系统，全

面查看麦情。“现在是小麦生长的关

键时期，得盯紧一些。”焦瑞表示，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综合系统的监测数

据和经验判断，今年的收成应该会比

去年好。

2021年，安徽首家无人农场在焦

瑞种植的麦田落户，通过引入无人驾

驶农机、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耕、种、

管、收环节的无人化、精准化和智能化

作业。运行三年以来，无人农场工作

效率得到明显提升，焦瑞的种植面积

从原有的300亩扩展到了1030亩。

示范效应形成后，谯城区开始在

其他乡镇推广无人农场应用场景，截

至目前该区已建成4座无人农场。

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农场数字

农业决策指挥系统包含农田气象监

测、苗情与灾情监测、农业病虫情感

知、土壤墒情监测、农机作业管理等

多个模块，能够对麦田中的小型气象

站、智能虫情测报灯及各类传感器实

时传回的视频、图像和数据进行分析

研判，并作出辅助决策，如同给麦田

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同时配

了一个“智慧大脑”。

“数字农业系统不仅省去了人工

巡田的时间精力，更重要的是采集的

数据十分可靠，可以做到及时、精准

防治。自从用上了这套系统，我们家

麦田的综合收益保守估计提高了

10%以上。”焦瑞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现在平台数据已经更新到第四代，功

能还在不断完善。

除智能化管理系统外，现代化农

机也是无人农场的“看家法宝”。

走进焦瑞的仓库，各类不同功能

的农机让人目不暇接，无人驾驶拖拉

机、播种施肥一体机、自走式喷雾机、

无人驾驶收割机、无人植保机，一应

俱全。

“传统农机需要人工驾驶，在三

四百米宽的麦田里，开着开着就容易

走歪，不仅耗费人力，还影响作业效

率。而加装了无人驾驶系统的农机

路线又直又正，轨迹偏差在一公分以

内，少走了好多冤枉路。”焦瑞表示，

以无人收割机为例，在农场内连片的

田地里，一天就能收割 150亩地，在

解放劳动力的同时，还能将机收损失

率降低至1%以内。

焦瑞是机电专业出身，一直以来

对机械就很感兴趣，伴随着无人农场

效益的逐渐显现，他成为了村里的

“智慧农业推广大使”。

目前，焦瑞集结数十名村民组建

了飞防队，依托 30多架无人植保机，

为周边农户提供植保服务，覆盖农田

超9万亩。

证券时报记者在田间看到，飞手

们娴熟地操作着无人植保机，加药、

起飞、喷洒、飞回，十分钟便完成了30
亩地的喷洒作业。“一架无人机一天

至少能够喷洒1000亩地。”焦瑞说。

近年来，安徽省大中型、高性能

和特色农机装备发展势头强劲。

2023 年 ，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定在

7000万千瓦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85%，高于全国10个百分

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6.5%，高

于全国3.5个百分点。

化粮田为良田

在多位受访人士看来，农业机械

赋能粮食生产，前提是高标准农田建

设，实现粮田变良田。

“机械化作业的前提就是土地平

整连片，实现集中管理，不然大型机

械在地里活动不开。如果改用小型

机械，效率和成本不匹配，用起来就

不划算。”焦瑞表示，现在的高标准农

田基础设施和水利配套十分完备，基

本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

亳州市位于暖温带南缘，属暖温

带半湿润气候区，光热水等条件较

好，夏季雨水集中，汛期易涝，春旱、

秋旱频繁发生，抗旱压力大。

据谯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介绍，2011年至 2023年底，该区累计

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183.54万亩，占

全区总耕地的83%。经调查统计，治

理后的项目区农田综合生产能力明

显提升，每亩新增粮食产能 10%以

上、节本增效200元以上。

站在焦瑞的无人农场，千亩麦田

集中连片，一望无垠；地块中间的道

路宽达 4米，农机可直接驶进农田，

驰骋沃野；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田

边根根竖起的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

系统喷杆。

“小麦进入灌浆期后，我打算追

一次肥，就会用上这套自动灌溉系

统。”焦瑞告诉证券时报记者，麦田里

建有小型灌溉机房，并配有添加肥料

的容器，使用时兑好水肥比，调好流

量，水肥就可以从田边的喷杆中喷

出，实现自动灌溉。

前述系统还设置了手机端口，支

持远程一键启动。“这比原来用拖拉

机带小水泵、接水管抽水灌溉方便多

了，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出水均匀，灌

溉效果也好。”焦瑞说。

据悉，目前谯城区部分高标准农

田的水肥一体化自动喷灌系统已实

现更新迭代，喷杆可自动升降，不工

作时会缩进地里，以免影响大型农机

作业。

粮食生产，基础在水。中国科

学院研究表明，在影响粮食产量的

诸多要素中，水利的贡献率达 40%
以上。今年的安徽省委农村工作会

议提出，要抓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和现代化改造，推进农田水利工

程标准化建设，真正实现旱涝保收、

高产稳产。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省已建成高

标准农田超 6000 万亩，占全省耕地

面积的 75.2%。2024 年，安徽拟新

建、改造高标准农田 420万亩，并适

当提高投资补助水平。

向良种要产量

粮安天下，种子为基。

在育种方面，安徽省表现抢眼，

合肥更是提出要打造“种业之都”。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省拥有A股种业

上市企业 2家，分别为丰乐种业、荃

银高科，位居全国第1；育繁推一体化

企业达 12家，位居全国第 2；全省农

作物种子产值位居全国第3。
荃优丝苗、荃优 822、荃两优丝

苗、荃两优 2118、徽两优 898、荃香糯

3号……谈及公司的明星品种，荃银

高科副董事长、总经理张琴如数家

珍。“在安徽种植的水稻种子，最需要

攻克的难点就是抗高温，尤其是在灌

浆期，一旦遭遇高温，结实率降低，减

产几乎是必然的。”张琴表示，公司在

抗高温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目前荃优系水稻如果种植得当，平均

亩产量可达1500斤以上。

据悉，荃银高科 2023 年种子销

量超过 2亿公斤，其中水稻种子销量

同比增长17%，玉米种子销量同比增

长30%。

“育种需要创新，更需要定力，在

某种程度上来说，难度丝毫不亚于医

药研发。”张琴说，从收集种质资源、

创制新材料，到选育出新品种需 8—
10年；若公司已有成熟亲本，新品种

选育则需3—5年。

业内人士表示，传统育种主要依

赖经验，有时候像开“盲盒”，容易走

弯路，而伴随着技术的迭代，育种效

率有了很大提升，比如利用分子育种

技术，可实现“精准育种”，将周期缩

短3—4年。

张琴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正是由

于种子研发难度较大，单打独斗难成

气候，合作才能共赢。

2016年，荃银高科牵头并联合国

内一流种业科研院所的科学家团队，

成立了“6+1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

种技术创新联盟”，建设商业化分子

设计育种新模式。近年来，公司联合

创新联盟的科研单位，重点开展以基

因组学为核心的设计育种体系建设

及骨干材料选育、RiceNavi导航育种

及生物育种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

开发工作，在良种选育方面颇有

建树。

良种还需良法配。“公司推出的

高产品种，测产时每亩地可以产出七

八百公斤，但到了农民手中，有时只

能达到 500公斤左右。”张琴表示，如

何把科学的种植方法传授给种植户

很紧要。

2012年，荃银高科便开始种植技

术推广的模式探索，牵头安徽省团委、

安徽省农业大学共同发起了“现代青

年农场主计划”，此后该模式在全国得

到推广并延续至今，培育了一批批既

懂技术、又懂管理的“新农人”。

让好粮卖上好价

历经一年的辛苦劳作，种出的粮

食能否卖个好价格，是农户最关心的

问题。

“今年我们和古井酒厂签了 5万

吨的酿酒专用粮订单，地里种的粮食

都已经被预订了。”亳州谯城区大杨

镇红伟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聂红

伟笑着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现在合作

的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 10
万亩，其中小麦5万亩，高粱5万亩。

在红伟合作社门口，“古井贡酒

优质小麦种植基地（荃麦 725）”的广

告牌鲜艳夺目。2018年，聂红伟在当

地政府的引荐下，与古井贡酒开启了

订单农业示范合作，利用自家流转的

3000亩地种植荃麦 725酿酒专用粮，

种出的粮食定向供给古井酒厂。

在良田、良机、良法配套下，聂红

伟种植的粮食得到了古井贡酒的认

可，更为深入的合作由此展开。近 6
年来，聂红伟持续带动周边种植大

户、中小农户种植酿酒专用粮，目前

种植面积已经从最初的 3000亩扩展

到10万亩。

“订单农业对种植技术和粮食品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开始推广的时

候农户也有顾虑。我们采取的模式

是示范带动，先和种粮大户合作，然

后慢慢拓展到小农户，现在与村振兴

公司进行了合作，通过政府的信用背

书、技术指导、协调服务，将更多的农

户纳入进来。”聂红伟表示。

种粮积极性如何提升？

据聂红伟介绍，他每年会以高出

市场价 8分/斤的价格从农户手中收

购粮食，另外会给村振兴公司2分/斤
的服务费。“这是一个四方共赢的模

式：农户提升了种粮收益；村集体获

得了服务收益；我们能够按质按量地

完成古井的订单；古井也得到了高质

量的原料。”

有了古井订单农业的示范效应，

越来越多的下游企业慕名而来，向聂

红伟寻求合作。

“除酒厂外，一些面粉厂也前来

接洽，五得利、金沙河等企业都已经

用上了我们的原粮。”聂红伟表示，下

一步的重点工作还是要扩大种植面

积，增加仓储空间。

为满足客户对高品质原料的要

求，聂红伟还特意花几十万元采购了

一台色选机，预计后续还会增购。

目前，聂红伟自家种植的3000亩

麦田也装上了智慧农业管理系统。“我

们正在考虑对管理系统进行升级，实

现从播种、施肥、收割到烘干、仓储、运

输的全流程管控，为下游客户提供商

品溯源，在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同时，护

航粮食安全。”聂红伟表示。

打造优农优链新模式

订单农业只是农业服务模式创

新的一个缩影。在现代农业生产全

产业链中，更多的优农优链模式正在

形成，各类社会化服务主体加速崛

起，成为助力农民增收增产的重要

力量。

“从种子选品、播种施肥、除草除

虫到收储、加工、售卖，粮食生产的产

业链是相当长的，过去种植户在每个

环节都要对接不同的主体，极大地分

散了他们的种粮精力。”辉隆股份旗下

辉隆农业集团总经理杨东强表示，一

站式的农事综合服务能够将农户从杂

事中解放出来，实现专注、安心种粮，

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上午，我的电话就没停。刚

刚还有个种植大户的麦子得了‘条锈

病’，微信向我咨询如何喷药治疗。”

安徽辉隆万乐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吴晓勤是一名高级农艺师，他告诉

证券时报记者，近期正值病虫害防治

的关键时期，他的工作节奏也变得格

外紧凑。

记者在现场看到，吴晓勤通过远

程诊断，迅速在公司“农资电子库”中

调取了两款农药，并将复配方法发送

给农户，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加急送

货。“不出半个小时，农药就能送到农

户手中。”他笑着说。

据杨东强介绍，近年来辉隆股份

通过持续摸索，打造了“种得好、管得

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的“辉隆

五好”模式，为农户提供产前优质农

资供应、产中种植技术指导、产后粮

食烘干收储销售的全程化服务。目

前，公司已在安徽庐江、涡阳、六安等

地建成 10个现代农业综合平台服务

中心，因地制宜提供定制化一站式解

决方案。

庐江种粮大户卢东升在当地流

转了 4000亩地，自 2019年开始与辉

隆股份形成深度绑定。“我是工人出

身，之前对种田一无所知，遇到问题

经常犯难。自从跟辉隆合作后，真的

省心很多。地里不管出了什么问题，

只要一个电话，他们随叫随到。”卢东

升说，“今年我种植的 80%水稻都跟

辉隆提前签署了订单，销路不愁，后

面只管种好粮就行了。”

在产量方面，卢东升表示，自从

用上了辉隆股份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他的水稻亩产有了明显提升，从此前

约1000斤提高到了现在的1200斤至

1300斤。

“农业科研技术的落地，需要大

量的应用技术人才，才能保证实验室

效果在实践中不走样。”杨东强表示，

未来的农业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种植

线，另一条是服务线，两条线都会形

成自己的专业群体，并行不悖，相互

依存，相互赋能。

近年来，安徽省农业社会化服务

主体不断扩容，除涉农企业外，银行、

保险等机构也加入农业护航大军，以

“金融活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截至2023年末，安徽涉农贷款余

额 2.6万亿元，是十年前的 4倍，增速

全国第 3，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持续

高于各项贷款，县域存贷比达85%，农

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2023年，全

省完全成本保险承保9337万亩，投保

率高于全国20个百分点。

目前，安徽还在加速推广制种保

险，并试点水稻小麦种植收益保险，

从“保成本”迈向“保收益”时代。

数智赋能良田良种
安徽聚力打造“千亿斤江淮粮仓”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5月 6日晚间，三友医疗(688085)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出炉，

公司股票将于5月7日开市起复牌。

预案显示，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曹群、徐农合计

持有的水木天蓬 37.1077%股权及战松

涛、李春媛、胡效纲、王晓玲等合计持有

的上海还瞻98.9986%LP出资份额，通过

全资子公司拓腾苏州以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天蓬投资持有的上海还瞻1.0014%GP
出资份额，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前，三友医疗持有水木天

蓬 51.8154%股权；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将直接持有水木天蓬 88.9231%股权，

直接和通过拓腾苏州持有上海还瞻

100%出资份额、进而间接持有水木天蓬

11.0769%股权，合计控制水木天蓬100%
股权。

据披露，上海还瞻为水木天蓬员工

持股平台，除持有水木天蓬股权外未开

展其它业务。上市公司收购上海还瞻

100%出资额的目的系间接取得其持有

的水木天蓬股权。

截至预案签署日，交易标的资产的

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交易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尚未确定。本次交易预计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本次交易的交易

对方之一徐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且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

务。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水木天蓬质地如何？据预案，水木

天蓬作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及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专注于超声外科手术设备

及耗材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超声能

量手术工具的领导者，并作为唯一企业

单位参与完成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

工作。

财务数据显示，水木天蓬 2022 年

度、2023年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7383.87
万元、9268.77 万元，分别实现净利润

2785.46万元、4161.36万元。

2021年 6月，三友医疗公司收购水

木天蓬控制权后，主营业务进一步拓展

到超声动力设备及耗材领域。

谈及收购带来的影响，三友医疗表

示，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能够进一步

扩大在超声外科临床医疗设备领域的投

资，有利于上市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和实

施，同时能够优化水木天蓬核心管理团队

与专业技术人才在上市公司层面的持股

与激励。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与水

木天蓬在客户资源、销售渠道、研发技术

等多个层面的资源渠道互通，强化上市

公司与标的公司的战略协同效应。

三友医疗拟收购
水木天蓬剩余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5 月 6 日，中航沈飞 (600760)召开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中航沈飞

党委书记、董事长纪瑞东，董事、总会计

师、董事会秘书李建等就公司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等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2024年一季度，中航沈飞实现营业

收入 94.93亿元，同比增长 3.47%；实现

净利润7.16亿元，同比增长11.58%。

纪瑞东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

“低空经济”作为全球前瞻布局的产业，

拥有万亿级广阔市场空间和远大发展前

景，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

引擎。得益于数字技术、5G通信、数字

孪生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低空经

济”在世界范围内迸发出巨大潜力和强

大动能。

“公司为大型国有军工企业，长期以

来的核心产品为军用航空装备。对于国

家近期提出的‘低空经济’发展路线，公

司尚处于探索研究的起步阶段。未来，

公司将在航空工业集团的总体部署下以

产业联合体形式，抢抓‘低空经济’发展

先机，以民用无人机研制、军民通用技术

转化为突破口，探索应用场景构建、运营

体系保障等发展模式，积极发展低空经

济。”纪瑞东说。

李建说，公司高度重视市值管理工

作，坚持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市值管理

理念，将按照国资委、证监会“加强市值

管理 提升投资价值”工作要求，以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探索构建管理机制完善、

管理手段精准、运行效能卓越的市值管

理体系和能力，实现产业发展与市值增

长的相互支持和良性互动。

中航沈飞：未来将
积极发展低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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