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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成了她们的“新农具”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刘兰兰 唐婧

10 月 27 日早上 8 时，天气明媚。在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乡岩桅
子村的一处油菜地里，47 岁的女子王美仙像个游戏玩家一样熟练地操
作着手里的遥控器，伴随着“吱吱吱”的刺耳轰鸣声，15 公斤左右重、
1 米左右高的无人机在她的注目下起飞、旋转、腾空、飞向远方，很快，
打虫药像一片白雾洒在油菜地里。

无人机在成为拍照的时髦工具时，同时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农
具”。

有数据显示，我国农业无人机领域已连续 7 年高速增长，依靠无
人机服务的农田面积占总农田面积的 5%。在湖南，也出现了不少无人
机“女飞手”。凭借无人机的帮助，她们中有些人一人“掌管”一千多
亩农田，有些人利用无人机积极参与抗洪救灾……无人机正在成为她
们振兴乡村的有力工具。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10

月 26 日，由永州祁阳市妇联与教育局联合

举办的“呵护青春 守护明天”青春期性教

育安全保护权益公益课堂在浯溪二中正式

开讲。课堂上，公益讲师姚红波从“什么是

青春期”“我的青春我做主”“我会保护我

自已”“遇到性侵怎么办”等四个主题出发与

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在轻松活跃的教学氛围

中引导学生正确对待青春期出现的一些性

生理心理现象，理解界限和隐私，学习如何

安全自护预防性侵害的知识和技巧。

今年以来，祁阳市妇联已举办“守护

花开 温暖绽放”儿童权益保护公益课 24

场，选送 4 名讲师参加永州市妇联组织的

“青春期性教育安全保护权益课”讲师培

训班。讲师们将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

开展青春期性教育知识宣讲活动，为学生

健康安全成长保驾护航。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向思
栩）“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了湘西茶

文化的魅力，我更加坚定了守护、发展、

推广湘西茶业的决心。”一名学员感叹。

10 月 22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妇

联联合州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和州茶叶

协会举办了第一期女干部茶艺培训班。

30 余名州直妇委会主任系统学习了茶

文化知识，了解了湘西茶产业发展情

况，观看了茶艺表演，进行了实际操

作训练，考察了茶叶育苗基地及茶叶

加工设备和流程。培训结束后，州茶

叶协会为她们颁发了湘西茶文化宣传

大使证书。湘西州妇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培训旨在引导广大妇女和家

庭参与乡村振兴，宣传推广湘西茶产

业，提高妇女干部生活品质，助推该

州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湘西州 30 余名州直妇委会主任担任茶文化宣传大使 祁阳市青春期性教育安全公益课走进学校

妇联星空

她 1小时给 30 亩地打农药
在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乡岩

桅子村，8 组的王美仙是当地远

近闻名的无人机女飞手。

芦荻山乡地处武陵区的东

部，全乡总面积 54 平方千米，

其中耕地占 4.8 万亩，是一个典

型的农业大乡，全乡以种植水

稻、大豆、棉花、油菜、蔬菜为主。

2014 年，王美仙就在村里

承包种植了 200 亩稻田以及 30

亩油菜。“当时去学无人机是因

为种田请不起人。”10 月 26 日，

王美仙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当地人工费比较贵，大约

是一人一天 200 元左右，“加上

本来租田就要付租金，这样太

划不来”。

2020 年元月，王美仙得知

一家无人机培训公司可以免费

培训无人机飞手时，立马报了

名。“学了一个星期，结业时还

获得了植保无人机系统初级操

作手合格证”。

很快，王美仙就买回了一台

植保无人机。“花了 3 万多元，

可不便宜”。

但是，有了无人机后，王美

仙才真正感受到了打农药的轻

松。无人机有 15 公斤左右重，

可装载 15 公斤左右的农药，每

次要飞无人机，她就开着自己

的三轮车出门。“今天早上 30

亩的油菜地，花 1 个多小时就

打完农药了。”王美仙说，“无

人机减轻了我的劳动强度，可

以让我多休息一会，感觉做农

活也没有那么辛苦了。”

据了解，王美仙家还有收割

机、旋耕机等农业机械，大部

分种田程序都可以通过机械来

完成。

而周边的种田大户也忍不住

请王美仙去帮忙用无人机打农

药。“稻田打农药的时间通常都

是高温天气，大家都不敢出去，

用无人机就方便多了。”

 

她是镇里
拥有植保无人机的第一人

相比王美仙，长沙浏阳市永

安镇督正村妇联执委陈利美则

更早就拥有植保无人机了。

“我是我们镇里第一个拥有

植保无人机的人。”10 月 26 日，

陈利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2013 年，陈利美开始承包

村民的稻田，变身种粮大户。“我

当时在外面做生意，回老家时，

发现好多田都没有人种，荒芜

了，便想着回来种田。”

2017 年 5 月 前 后， 陈 利 美

参加了浏阳市相关部门组织的

植保无人机培训，“我们应该是

浏阳市第一批参加无人机培训

的，有 14 个人，只有我一个女

的”。

学成之后，当年 6 月，陈利

美就迫不及待地买回了一台无

人机，“花了 6 万多元”。

无人机买回来没几天，就派

上了用场。当时，永安镇遭遇

了洪水，很多人家的禾苗都被

水淹了。正当大家对于稻田受

灾消毒的事情一筹莫展时，陈

利美和丈夫罗定新在进行演练

消毒后，就开始持续免费为其

他灾民消毒。植保无人机使用

不收费，只需要农户自行提供

消毒液。他们还安排儿子为本

村及周边村组的受灾农户免费

进行消毒、打药、施肥，把受

灾 农 户 损 失 降 到 最 低。 最 终，

陈利美一家为周边农户约 1000

亩农田进行了免费消毒。

“感觉一台无人机，可以抵

20 个人。”陈利美笑着告诉记者，

得空时，她还帮周边的种田大

户用无人机洒农药，一年要洒

2000-3000 亩。“通常收 15 元左

右一亩。”

“我的无人机买得比较早，

功能有限，不能自动避障。遇

到有电线杆等障碍物的地方，

就 飞 得 慢 些， 影 响 打 药 速 度。

过段时间，打算再买台新的。”

同样在浏阳市，官渡镇妇

联执委、云山村卓玛种养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陈玉兰出手更快，

在今年 4 月份已经买下了第二

台植保无人机。陈玉兰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新的无人机

可以全自动飞行，而且能够准

确避开障碍物。唯一不方便的

是，无人机电池不耐用，需要

带着发电机为电池充电。因此，

她通常开着面包车去飞无人机。

陈玉兰 2019 年买第一台植

保无人机时，也是因为地多忙

不过来，且人工费又贵。2015 年，

她开始承包种田，如今承包的

田约有 1000 亩。“虽然投入有

点大，但新的无人机一天可以

为 200 多亩田打药。种田更轻

松了。”

陈玉兰的无人机同样被周边

的种粮大户借用。“有时间就帮

他们打农药，15 元 / 亩。”

陈玉兰非常注重使用绿色肥

料。“一亩地施 3 吨畜禽粪肥，

成本比使用化肥降低了一半以

上。” 陈 玉 兰 说， 畜 禽 粪 污 是

一种放错地方的资源，今年她

从村里的养猪场购买经过环保

处理的水溶性有机肥，施用于

30 亩的试验田。“施用有机肥，

更有利于改良土壤肥力，我也

打算借此机会推出有机大米品

牌。”

让农忙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植保无

人机飞进农村。根据相关数据

的统计，从 2014 年到 2019 年，

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已由不到 700

架增至超 3 万余架，同时作业

面 积 也 从 400 万 亩 次 增 至 近 3

亿亩次，农业植保无人机的应

用正愈发普及。   

无人机技术已经变得更加智

能化，有些无人机平台将 5G+

北斗 + 数字农业相结合。农户

在手机 App 上就可以自主发布

信息以及接单。与此同时，无

人机也变得更加高效。以前一

个 架 次 的 作 业 量 是 15 亩 到 20

亩，现在大概能在 65 亩以上，

并且 15 分钟左右便可以完成。

除此之外，现在无人机对场地

的 适 应 性 更 强， 可 以 在 丘 陵、

山地、森林等地形顺利完成作

业。

可以说，植保无人机给农业

发展带来了无人化、智能化的

重要升级。通过辅助农民进行

播种、施药、监测等作业，植

保无人机一方面缓解了农民压

力，解决了老龄化和人力成本

上升带来的各种问题；另一方

面，也实现了精准农业、现代

农业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将新技术应用到农业

生产，“让农业不仅仅是一个职

业，也变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王美仙在飞无人机。
←每次带无人机出发前，陈利美都
会先在家检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