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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芳荣劳模创新工作室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运用物联网提高农业管理水平

智慧农业颠覆“庄稼把式”
■全媒体记者 马大为 通讯员 陈振扬

2015 年 4 月底，汕尾市海丰县中荣农

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郭芳荣因其为农、助

农、支农业绩突出，被授予“广东省劳动模

范”荣誉称号。不久，郭芳荣申请成立了

“劳模创新工作室”。

针对汕尾地区相当多的农户在种植作

物过程中因为施肥、使用农药不规范、不科

学，导致成本增加、生态环境受影响的问

题，郭芳荣成立了一支服务“三农”的团

队。这支团队每月定期无偿到全市、镇场

的田间地头宣传讲授科学施肥、用药等专

业知识，以及讲解如何做好病虫害防治等

种植技术。

同时，工作室在合作社设立农田示范

区，通过示范区的科学种植，改变农户传

统守田、不科学的耕作方式，树立科学种

植的观念和意识，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

量。此外，工作室还定期举办科学种植培

训班，传授科学种植和科学使用农产品的

新知识，并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收集各种农

资产品的反馈意见，加强对科学使用农产

品的指导，做到对农民无微不至的贴身关

怀。

“以前，种植金针菜的菜农，以传统的

生产和加工方式进行粗耕作业，采摘完全

靠人工，花蕾的成长也无法控制。由于生

产的落后局面难以改观，严重打击了菜农

的积极性，最低潮时，全村仅有 56 家农户

种植近 235 亩金针菜。”郭芳荣介绍，在省

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仲恺农业大学等学

术单位的帮助下，联合供销社、农业局等部

门开展调研，工作室认为该项传统特色品

种可挖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

2017 年 1 月，工作室重点研发金针菜

新品种，与海丰县供销果蔬加工厂签订了

金针菜栽培合作协议，建设金针菜无公害

生产基地，大力推广科学种植技术、种植示

范。目前已带动 2105 户农民进行金针菜

种植生产，种植范围涵盖虎噉村及周边下

寮、石山、松林、双河、双圳、双新7个自然

村，农民年人均新增收入 3500 元，带动了

当地的经济发展。目前，“皇斋虎噉金针

菜”已成为本地区的农业品牌，获得“国家

A级绿色食品”、“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

省十大名菜”的荣誉称号。

●创新档案

名称：郭芳荣劳模创新工

作室

带头人：郭芳荣

成员：张景欣、林鸿生、黄

夏磊、林建业、郭小溢、黄海鹏、

马常程、郭俊洲、余伟腾、李盛

新、陈海惠

地点：海丰县中荣农业专

业合作社

级别：省级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

●创新成果

联系高校资源合作共建完

善运行机制，通过项目合作、咨

询顾问、技术入股、教育培训等

多种形式，发挥劳模创新工作

室作用，帮助解决技术难题、培

养技能人才、转化科研成果、推

广先进经验。

组织涉农机构、农业企业

开展技术交流，引才引智，加快

新型农业技能人才集聚，形成

技术创新团队，为农业技术研

修、创新、教学改革等提供交流

平台。

编写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

的“金针菜栽培”专项能力操作

技能考核规范，以培养技能人

才为根本目标。

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建立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

基地。基地将引进并示范推广

大豆、甜玉米、水稻等作物新品

种和金针菜、番茄、西瓜等蔬菜

和水果新品种，推广与品种配

套的栽培技术，建立特色农产

品栽培技术和加工技术，示范

新农机具及精准农业信息技

术，并提供信息服务。

●创新留言

汕尾市海丰县总工会主席

叶森：农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

支撑，与民生息息相关。我们

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以科技

创新引领农业进步，在汕尾本

地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就

业创业。我们也支持发展农产

品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

加工、主食加工、休闲旅游、电

子商务等产业，这也是郭芳荣

劳模创新工作室长期努力在做

的事情。工会会尽最大努力继

续支持相关工作。

汕尾是农业大市，可耕作面积多是

发展农业的一大优势。但以往，汕尾农

民习惯用传统的生产和加工方式进行粗

耕作业，农产品产量低、质量不高，缺乏

品牌效应，农户收入始终上不去。

但近两年，在“郭芳荣劳模创新工作

室”的带动下，当地农民不仅规模种植金

针菜新品种，学会了科学种植技术，还用

上了“农业4.0”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和施

肥信息多媒体自助终端机，走上了农业

规模化、现代化和科技化的致富路。

工作室自创建以来，先后与华南农业

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等地方院校建立

了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具备较高的理论

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从2015年底开始，工作室邀请了年海、

肖明明、张景欣等多名教授，在自有基地上

创新推广立体、覆土、床架、阳畦、棒式、袋式

等栽培新技术，并引进了“白马王子”甜玉

米、芋香冬瓜、青皮冬瓜、美国文图拉苦瓜、

台湾胜利黄瓜、盆景辣椒等新型品种。通过

技术攻关，其中“中荣青瓜”和“双荣玉米”于

2016年入选广东省名特优新农产品。

2016年下半年，工作室与广东粤丰农

业有限公司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运用“农

业4.0”物联网大数据平台推广农业高新技

术。农业物联管理包括温室大棚和大田种

植，通过安装传感器、执行机构节点，获取农

作物生长温度、湿度、光照等信息。系统会

自动分析和处理收集到的信息，并根据参数

变化实时调控温控系统、水肥一体化灌溉系

统等。此项“农业4.0”物联网大数据平台技

术的创新应用，显著提高了传统农业的管理

水平，逐步构建起农业新模式，提高了产品

产量、品质和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此外，工作室在农技推广、送技下乡的

服务方面积极探索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其

中施肥信息多媒体自助终端机是工作室的

创新。终端机预装了华南农业大学的“广

东省测土施肥专家系统”，系统可提供每个

地域的目标产品、产量需肥量、土壤供肥

量、肥料养分含量及利用率等信息，便于农

户自助查询和了解相关种植知识。截至

2017 年 10 月，工作室的服务范围有可塘

镇、城东镇、附城镇、联安镇、梅陇镇、梅陇

农场等乡镇，带动服务 5000 多户，惠农信

息覆盖率达88.72%。

推广物联网平台，显著提高农业管理水平

创建品牌效应，培植汕尾农业特色

▲郭芳荣介绍农业大数据平台

◀郭芳荣在查看农作物

马大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