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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 兴农人”

系列报道 34

熊姣军的公司虽然是一

家种田的公司，但在她的

努力下，成长为一家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我和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水稻研究所、湖南农

业大学等 10 多个单位都有

过合作，曾经一年就承担

了 20 多个科研项目。”熊

姣军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介绍，她流转的 1000 多

亩耕地中有 100 亩试验田，

合作模式是院所高校设计

科研方案、划拨科研经费，

她则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

为了保障每年前往农场

的不同团队、上百名科研

人员的住宿，熊姣军特意

建了一栋二层小楼，给每

间宿舍安装了空调。而她

本人也成为学生们的“田

间导师”和“生活管理员”。

院、地合作模式的好处

非常明显。熊姣军说，最

明显的就是农场成了“技

术特区”，她和周边的农民

能够第一时间学习最新的

农业技术。“大家经常发出

‘哦！原来还可以这样种

田’的惊叹。”熊姣军介绍，

比如湖南农业大学等团队

实施的“减肥增效”和“高

档优质稻栽培技术”试验，

成果在前几年已运用到实

际生产中，让当地每亩稻田

的化肥施用量减少了 50%，

亩均增收 400 元以上。

在与不同的科技院校和

专家的接触中，熊姣军心中

“穿着皮鞋坐在办公室就能

把田种好”的梦想在熊熊燃

烧。尤其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

文团队打造的水稻无人（少

人）农场让她心潮澎湃。

时 机 在 2023 年 成 熟。

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推动南方省份发展多熟制

粮食生产，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发展再生稻。什么是

再生稻？再生稻是指种一

茬收获两回，即头季水稻

收割后，利用稻桩重新发

苗、长穗，再收一季具有

一定产量的水稻。种植再

生稻，省种省工、减肥减药，

适宜在温光资源一季有余、

两季不足的地区推广。

熊姣军决定打造一个再

生稻无人（少人）智慧农

场。“农村年轻人大多外出

工作，只留下老人、妇女

和儿童在家，劳动力短缺，

而再生稻 + 无人农场就能

避开劳动力短缺这个问题，

而且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

支撑。”

熊姣军的想法得到了罗

锡文的支持，最终形成了

以罗锡文团队研制成功的

水稻无人（少人）农场关

键技术及装备为基础，由

3 位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专家所在团队——

华南农业大学的农机团队、

华中农业大学和湖南农业

大学的栽培团队具体指导，

采用“公司（湖南宏硕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华

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湖南农业大学）+ 基地”

的产学研用结合模式。

她回湘打造全球首个再生稻无人智慧农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5 月 13 日，早稻已进入分蘖盛期，在益阳市大通湖区，翠绿的稻田上方，无人植保机正在根据水稻长势进行精准变量施肥，作业完成后，自动
回到机库。

基地库房里，无人旋耕机、无人插秧机等设备已经完成今年春耕的使命，被清洗保养后，静待下一次“出征”。而无人驾驶除草机、无人驾驶再
生稻专用收割机等农机装备，则气宇轩昂，整装待发。

这是“新农人”熊姣军在湖南打造的全球首个再生稻无人（少人）智慧农场的春耕图景。这个农场已经实现“耕、种、管、收、烘”全流程无人化
或少人化作业。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熊姣军曾经是一名在上海工作的白领，后来卖房卖车回到湖南乡村种田，“我希望让种田变成一种时尚”。

耕田有无人耕田机，播种有无人插秧

机、田间管理有洒药施肥的无人植保机、

收割有无人收割机、稻谷收回后有智能

化管理的烘干机……在熊姣军的 400 亩

无人（少人）智慧农场，已经实现“耕、种、

管、收、烘”全流程无人化或少人化作业。

此外，农场还构建了包含高清视频监控、

TD-LTE 数据传输和远程控制技术等智

能管控平台，可以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作

业。

“灌溉只需要通过手机操控就能完

成。”熊姣军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介绍，

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哪一块田需要灌水以

及灌水量，并通过手机开启灌溉。如果

要晒田了，也可以通过手机遥控，把排水

口打开，进行排水。

再生稻的第二季产量与收割机很相

关，为了提高产量，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要减少收割机履带对稻茬的碾压。为此，

熊姣军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在前期就对

田地进行分块规划，保证插秧的路线要

直、禾苗与禾苗之间的宽度要适当，以尽

量实现收割机运行时履带对稻茬零碾压。

无人（少人）农场提高了农业生产的

效率。熊姣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以前一家四口种三亩田，双抢时要辛苦劳

作一个月，现在双抢时，300 亩田 2 个人

只要半个月就能搞完。“人力减少一半，

时间少了一半，效率提高了上百倍。”

据了解，普通的再生稻第二季亩产约

150 公斤，熊姣军的再生稻第二季亩产约

500 公斤，“去年，我们的再生稻两季平

均亩产 1192 公斤”。

在熊姣军的带领下，不少农民也开始

种植再生稻，附近的其他种粮大户也共

享她的现代农业机械。一些年轻人也开

始和她一起种田。

“我的公司里有很多本科生、研究生。

他们每个人都能开农业机械，都能在田

里秀一把。”熊姣军说，“我想告诉大家，

种田也可以很时尚，种田不是摸锄头，而

是摸科技产品。”

近年来，由于对各种农业新知识、新

理念和新技术的熟练运用，熊姣军成为

大家的学习对象，不仅每年要接待10 多

批观摩学习团，还常常受邀去湖南农业

大学等高校为学生讲课。

同时，熊姣军发挥农业“领头羊”和“湖

南省三八红旗手”的模范带头作用，近年

来在大通湖区共带领 733户脱贫户发展优

质生态稻米产业。通过直接帮扶与股份合

作，熊姣军及宏硕生物科技公司免费发放

了187 万元的生产物资，给相关人员分红

50 多万元，每年发放工资 200 多万元。

无人农场这样运作卖房卖车回湘种田
初见熊姣军，第一感觉

是漂亮、干练，谁也不会想

到她已深耕现代农业多年。

1982 年出生的熊姣军

家在湖南农村，回忆小时候

的种田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小时候，农村搞双抢时累

得要死，晒得要脱两层皮。

插田、割禾、打稻谷、挑

稻谷等都是人工，家里才 3

亩田，双抢要搞一个月。”

因此，“跳出农门”成为很

多父母激励孩子努力读书

的共同理由。

后来，熊姣军考上了大

学，就读国际贸易专业，并

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她

的丈夫则在上海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做到了中层管理

岗位。夫妻两人每年的收

入颇丰。

但 2011 年，熊姣军毅

然放弃上海的高薪职位，回

到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

镇，成立湖南宏硕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发展生态稻

米和特色水产。

“或许是内心的乡土情

结让我下决心辞职吧。”熊

姣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体验城市的繁华后，

她更想念看着农作物生长

的那份喜悦，而且，在城

市生活久了，发现吃得健

康成为很多人的共同诉求，

因此她想回农村，生产健康

的粮食。当时，上海、苏州

等地的乡村农业机械化耕

耘的场景，也给了她信心，

觉得农业大有可为。

 熊姣军刚回家当农民

时，家里人大多不支持，只

有她的丈夫支持她去实现

自己的梦想。“当时是我独

自先回来创业，一个人选

田地、厂址，一个人对接

改建厂房、协调装修、选

购设备……每一次都是报

喜不报忧。”

熊姣军的丈夫懂她、理

解她，并坚决辞职回来帮

她。两人最终把在外打拼

购买的房子、车子都变卖，

回到大通湖区千山红镇种

田。

创业伊始，一切并没有

相象中那么美好。

为了推广有机肥料，已

很多年没有从事农业体力

活的熊姣军，亲自为客户配

送、运货，一袋 50 公斤的

肥料，她深吸一口气，就

自己扛到了肩膀上。

头 3 年，熊姣军亏光

了所有积蓄。在家人的支

持下，熊姣军反思、学习、

实践，跑遍湖南的农业科

研机构和大学。直到第5年，

熊姣军才算站稳脚跟。

“内心深处也曾有一点

点后悔，但是热爱让我坚

持了下来。”熊姣军说。

院地合作助种田公司变高新技术企业

育秧自动化移动喷灌系统、无
人驾驶旋耕机、无人驾驶播种机、
无人植保机、无人驾驶收割机……
熊姣军实现了穿着皮鞋也能种田的
农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