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30 岁的益阳人陈天奇

曾是湖南农业大学学生，还在

上海从事物流行业 10 年。在此

期间，陈天奇看到了现代农业

的红火，2015 年，他放弃高薪，

回到菱角岔村发展农业。

经过不断摸索，陈天奇决

定把互联网思维运用到农

业流通中，解决“菜

贱伤农”、“种粮利

润 低 ” 等 问 题，

并打开农产品销

售渠道。2017 年，

陈天奇联合几家

种 植 基 地 开 发 了

“益联现代农业综合

服务网络平台”。

借助这个平台，陈天奇可以

为生产者提供技术指导，以财

务管理来实现成本控制，还能

通过配送中心和供应中心，将

基地生产的产品汇总起来，再

作进一步的分解、包装、产品

分级等处理。为了让消费者买

得放心，陈天奇的平台还能实

现更加靠谱的“产品溯源”——

除了通过扫描产品二维码获取

商品的品名、基地、采摘时间、

保质期时长、出货量等基础数

据外，“基地巡视”栏目则将农

产品的生产过程拉到了消费者

眼前。

“‘基地巡视’栏目内是监

控探头拍摄的农事活动视频、

照片，根 据二 维码里的数 据，

消费者可以去网上勘察、核实。

因为现在生成二维码比较简单，

光有数据还不能真实有效地把

生产过程表述出来，消费者也

不见得会信任。”陈天奇说。

菱角岔村给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美：有鱼

塘，水波荡漾；有花海，弥漫清香；

有稻田，绿意浓浓……竹泉农牧

有限公司就坐落在美丽又智慧的

菱角岔村——总经理陆从祥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智慧农业

给企业带来的实在好处。

陆从祥通过触摸屏，向记者

展示了智慧农业云平台的实时监

控功能。记者看到，只要轻轻

一按屏幕上的方向键，摄像头就

可以 360 度旋转，十分灵敏。

陆从祥说，高清摄像头“眼

神特别好”，观察半径是 1 公里，

除了起到整个园区的安防作用

外，还可看到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工作人员的出勤情况，放大之后

能看清工人的操作是否规范。

陆从祥表示，除了高清摄像

头，竹泉农牧近期将在温室大棚

安装人工智能装置，比如安装 6

组传感器，可以监测大棚中的温

度、湿度、肥效，包括土壤中的

物质都可以监

测得到。通过手机，

还能实时查看作物在大棚中的成

长情况，一旦缺肥、缺水，便可

以通过自动控制设备进行施肥增

水。如果空气温度过高，通过智

慧温室系统，还可以自动通风。

那厢蔬菜被全方位照顾，这

厢的鱼儿也不甘示弱——“自从

用上智慧农业系统，就不用操心

水质问题了。” 菱角岔村水产养

殖户刘青华美滋滋地说。

刘青华所 说的“系统”，指

的是智慧农业物联网系统。通

过刘青华展示的手机 APP，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发现，这个系统

真可谓是“养鱼小能手”——“监

控视频”可以远程查看水池周

边情况，“实时数据”可以向塘主

“汇报”各种水质数据，“设备控

制”则是喂养机和增氧泵的“豪

华组合”：鱼儿饿了，一键喂食；

鱼儿缺氧了，一键供氧——塘主

再也不用顶着烈日干活了！

“养鱼以养水为主。”刘青华

介绍说，水里的氨氮含量太高，

鱼容易死亡；PH 值太高，鱼的

生长会受到不良影响。在没有这

套系统以前，需要人工使用药物

和化学试剂做水质监测，特别

麻烦，一个来回至少要 1 个小时。

“现在不同了，手机实时更新，1

分钟就可以看到非常直观的数

据，外行都弄得明白。”

晚上，水池的溶剂氧含量会

变得比较低，需要使用增氧机增

氧。此时，养殖户只需在手机上

点击“增氧机”开关键即可，不

必再大晚上跑去鱼塘。远程指挥，

这在刘青华看来简直

不要太省心。

更 厉 害 的 是，

这 个 系 统 还 能“ 报

警”——只要鱼塘水质

有异动，系统就会发出警告。

刘青华说，以前有个农户，晚上

睡着了，没有及时发现鱼塘水质

指标超标，结果第二天发现异常，

但已经来不及了，损失了几十万

元，“ 现 在 有了这个报警 设 置，

心不用时刻悬着了，有问题也能

很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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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大棚智慧满满，“塘主”养鱼远程操控——

菱角岔村：农活一键搞定，农民快乐致富
屋外烈日炎炎，地里的作物渴不渴？塘里的鱼儿热不热？此时，益阳市赫山区菱角岔村的村

民不着急出门，而是在家吹着风扇、吃着西瓜，再通过手机 APP 一通操作，这些农活就都搞定啦！
看上去如此惬意，似乎与传统农业“面朝黄土”的标签并不相符——将智能与科技带入到农

业生产中，便是菱角岔村的“秘籍”。在这个致力于打造“智慧农业第一村”的村庄里，到底有
哪些“智慧之处”？一款 APP，是否真能给农户带来方便？ 7 月 5 日，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菱角岔村一探究竟。

作为湖南首批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的菱角岔村，自去年9月

开始，便在湖南大学的指导下打造“智慧农业第一村”——集中建

设智慧农业云平台、视频监控中心、护农商城、益联现代农业综合

服务网络平台等四大智慧农业平台，成为赫山区发展现代农业、智

慧农业的“引擎”和“大脑”，也是益阳市首个集成运用“互联网+

农业”的智能化、系统化智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让农产品生产、

流通、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紧密相连。更为方便的是，这

些智慧农业平台都被整合到了一款名为“惠农百事通”的手机APP上。

在菱角岔村，赫山区农业局科教站副站长蔡灿然向记者展示了

由赫山区农业局创建的“智慧农业云平台”，该平台依托云计算、物

联网等新兴技术，发挥智慧控制、实时监控及农技服务三大功能。

除了益联现代农业综合服

务网络平台，益阳市农田谋士

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发的

“护农商城”也是农户销售产品

的一个重要平台。该平台是集

土地流转、农产品交易、农资

销售、农机共享、农村物流于

一体的 B2B 农业电子商务交易

平台，为农业参与者提供信息

资源，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

服务共享，从而节约生产资源、

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农资流通。

菱角岔村村委委员周海洋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村

民之前要带着农产品四处赶集，

但现在通过网络平台，在家就

可以把东西卖出去。

“如今来村里考察、观光的

人络绎不绝，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30 余万元；村民开农家乐，一天

营业额上万元；开展有机蔬菜、

水果采摘体验，一亩能赚 1 万元。

村里小汽车多了，去年全村新买

了40 多辆小车。智慧农业让老

百姓尝到了越来越多的

甜头。” 周海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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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键  浇   水 让蔬菜吃得滋润
在陆从

祥看来，蔬
菜大棚也能
变得“科技
感十足”，并
且已经转化
为实实在在
的生产力。

一   键  销   售 让农产品“走”得出去

一   键  共   享 让农业生产更高效

在手机上轻轻一按，
鱼池便开始供氧，远程操
控让养殖户刘青华能睡个
安稳觉了。

一   键  增   氧 让鱼儿住得舒坦

今年 50 岁的谢佩元是竹泉

农牧的法人代表。1990 年开始，

她便和丈夫承包了村里的一处水

塘来养鱼。谢佩元说，当时一家

人住在水塘边的简易房内，一住

就是 7 年，“夏天蚊虫多得数不清，

有时还有蛇爬到屋里，冬天房子

四处漏风”。但这些困难，都没有

磨灭谢佩元和丈夫致富的决心。

高中毕业的谢佩元在当时算

是“文化人”，她在养鱼的同时，

也 积极 接 收 外界的新 鲜理 念，

先后引入了餐饮、垂钓生意，开

发水稻种植和蔬菜，甚至将养

猪和养鱼相结合——猪粪经过

处理后作为鱼饲料。她还不断学

习，主动进修获得了大专文凭。

一心打拼的谢佩元没有只顾

自己，而是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2005 年开始，掌握了技术的谢

佩元夫妻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发

展周边农户养猪，这些人大部分

都赚到了钱。去年，谢佩元和公

司积极拥抱智慧农业，并收获了

不少的惊喜。谢佩元说，智慧农

业是趋势，众多的“一键完成”，

让农民干活不再是脏累差。她也

盼着有更多的年轻力量加入，“农

民也需要更多培训，来适应智慧

农业的发展”。

一   键  完   成 让农民干活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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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山区农业局科教站副站
长蔡灿然通过电子屏向记者展
示让乡村美丽与智慧并重的
“智慧农业云平台”。

现代农业：小村庄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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