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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农民新质农民””黄玉祥黄玉祥，，
种多少地都不种多少地都不““累苦忙累苦忙””

从学开拖拉机到操纵无人机从学开拖拉机到操纵无人机，，从改进老工艺到育秧全自动从改进老工艺到育秧全自动

谈及下一步目标，黄玉祥说一方面是打
造好自己的“洛禾”牌大米，继续向智能化、自
动化要效益，另一方面则是把更多精力放在
扩大产业链，做好粮食储存的大文章，形成新
的增长亮点。

他是常州第一个做冷库用于储存粮食
的，2015年开展稻谷冷藏保鲜试验。2016
年去日本考察，发现同样的设备那边储存效
果好得多，通过仔细观察被他发现了其中的
秘诀，回来后立即借鉴，结果2018年放入的
一批大米，现在的品质还和刚收获的新米一
样。而大米银行就是他独创的一个稻米储存
项目，让群众与合作社同品种的稻米进入稻
米储存系统。群众存米后换取一张储存卡，
随时凭卡取米，还可以存大米取糯米，只需依
照市场价多退少补折扣就行。

“目前储存保鲜都是免费的，我准备扩大
储粮规模，在大家信赖的基础上，开展付费储
粮服务，更好地服务群众和社员。”黄玉祥对
此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舒翼 文 高岷 摄

作为常州市金种子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已经65岁，做了半辈子农
民的武进洛阳人黄玉祥，一直在考虑农业生产如何“省工、节本、增效”的问
题。通过40多年的实践，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不断引入新技术、改进
原有工艺、扩张产业链，成为一个‘新质农民’，就能实现藏粮于地（种好庄
稼）和藏粮于技（存好粮食）的目标。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做农民很辛苦，但
对我来说，别说种合作社的四五百亩地，就算再多一倍都一点不累。”

如今正值夏种、夏管时节，是农户们正
忙的时候，可黄玉祥看起来非常定心，时而
打个电话问工人：机器下田了没有；时而掏
出手机，通过灌溉系统APP，查看管道和阀
门是否工作正常；时而捣鼓起载荷80公斤
和20公斤的两台无人机……6月6日要开
始插秧了，他也没有急着下地，原来他已经
对插秧机的秧盘进行了自动化改进和重新
编程，并且在小范围内试验成功了，把此前
需要7-10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减少到1
个人就能完成。“明年我会在合作社全面推
广这项技术，种水稻就非常省力喽！”

黄玉祥从小在村里长大，亲眼看着长
辈和村里人日复一日在田间劳作。随着年
龄渐长，他越来越觉得人力太辛苦、效率太
低。“那时有个口号‘农业机械化’，我18岁
就学会了开拖拉机，帮乡亲们种地，一趟开
过去能顶10多个人，效率翻了多少倍。这
让我对机械和技术产生了兴趣。”

分田到户后，黄玉祥种着自家的3亩
田，深切感到了没有农业机械的帮助后，

“那累死人的忙不完的辛苦”。终于在
1990年攒钱买了台日本进口的收割机，又
让他尝到了省时省力的甜头。于是从此之
后，凡是有新的农机出现，他都会第一时间
买回来试用，有新的农技推介，他都会最快
用到自家田里。2009年合作社成立后，这
种好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

“农民不能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累苦忙’形象了，我想让大家知道，随着智
能化和自动化的普及，做农民其实不苦也
不难，还很有成就感。”黄玉祥说，“今年我
已经去扬州、盐城等地，讲了5堂使用新质
生产力加强农业生产的课，有听众还喊我
黄教授呢。”

改进老工艺，始于 2012 年。
有感于传统水田育秧易受自然条
件影响，黄玉祥脑洞大开要搞旱地
育秧，结果很多人都说他傻，不可
能成功。可他不信，夏天戴个遮阳
帽坐在水泥地上几个小时，起身后
摸摸坐过的地方并不热，洒点水完
全可以构建育秧环境。2013年他
在水泥地旁装了人工喷管，继续实
验，2014年获得了成功。使用黄玉
祥开创的旱地（硬地）喷灌集中育秧
供秧法，既能全天候生产，又能比传
统方式提前7天完成。消息传出，
全国多地农业部门和农户都来学习
取经，现在已经推广到了全国。

2015年，他又突发奇想，在全
国首创葡萄架下育绿秧法，把落谷
后的秧盘放在葡萄田里，喷灌葡萄
后滴下来的水用于灌溉秧苗，从而
尽可能地节约和利用好水资源。
而为了方便、快速地搬运秧盘到葡
萄田，他利用传送带自制成了秧苗
自动输送机，以往5000盘秧苗下
田，需要15个工人忙碌一上午，现
在只要7-8个工人，两个小时就能

完成，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2018年，他开始谋划将半自

动的育秧流水线，改造成全自动
的。为此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自
学了编程。随后他研发制造了各
种辅助配套机械，如上土机、码垛
机器人、叠盘机等，用编程语言改
写了育秧流水线，再在专业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不断调试数据，这套流
水线于2020年5月投入运转。“有
了全自动流水线，原本要9个人减
少到3个人，只需一个人放秧盘，
一个人看机器、加基质肥、覆土，还
有一个人看码垛机，繁重的体力活
顿时变轻松了。”

2023年，他又对这条流水线
进行了升级更新：通过智能育秧装
备有效避免了底土、种子浪费，达
到精量铺土、喷淋、播种控制。当
地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组织和农机
大户纷纷前来取经。

加上最近刚试验成功的自动
化插秧机，黄玉祥10多年来已经
参与改进提升了 10多项农业工
艺，被人们称为“农业发明家。”

2014年，无人机面市不久，黄
玉祥就敏锐地发现了它在农业上
的价值。但当时没有人支持他，都
认为就是用玩具飞机把1公斤药
水洒到1亩田里去，跟人洒没什么
区别。可他不相信，请来飞手用无
人机做试验，结果发现传统洒药方
式，只有10%的药水留在叶子上，
90%流进了田里，而无人机则是把
药水像落雾一样罩在作物上，70%
以上的药水得以留在叶子上。于
是当年他就买进了无人机用于植
保，同时以每人2万元的学费，把
妻子和女儿送到珠海学习，只用一
周就拿到了无人机驾驶证。

“刚开始的无人机还依靠人力，
我站在田头用对讲机喊‘再过来一
点、好的、转弯’等口令，我妻子控制
着无人机从田尾往我这边飞。我当
时就跟厂方说还是太麻烦，一定要
开发全自动无人机。厂方接受了，
2017年就造了出来，只要设置好范

围、定好位，让它自己飞去工作就好
了。现在合作社农田的洒药、施肥
基本都是无人机完成。”黄玉祥说，
他还通过无人机不定期查看农田长
势，发现问题立即拍照上传到电脑，
便于及时补救。目前他共有5架无
人机，3架大的分别可载荷80公斤，
3架小的分别可载荷20公斤。

黄玉祥还在当地率先把北斗系
统、5G引入到了水肥一体节水灌溉
系统里。田间一角放有数据收集设
备，田里有液位探测仪、田边有5G
监控系统。通过手机APP设定灌
溉的上限和下限，到了下限，智能系
统发出指令后闸门自动打开放水，
到了一定水量再自动关闭，还可以
远程调整阀门的压力、水肥流量
等。经过测算该系统能节水70%，
还由于水肥一体，肥随水增，至少节
约肥料20%。“以前每个水泵都要
一个人看管，现在200亩田只需一
人远程看管，你说方不方便。”

改进老工艺，
自学成才做出多项农技发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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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行业发展，
希望人们摆脱对农民的刻板印象 引进新技术，

总是能快人一步即用即见效
扩张产业链，
让冷藏技术和大米银行
成为新亮点

黄玉祥是常州最早使用无人机开展植保的农户

黄玉祥改进的育秧流水线

黄玉祥（左）和女儿在试验无人机的性能

3

2

4

黄玉祥是驾驶收割机的行家里手

黄玉祥正在APP上查看农田灌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