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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赟 高嘉曼

近日，在南京六合农业基地里，南京农业大学
工学院副院长郑恩来教授团队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
面的“科技春耕”。记者在现场采访看到，随着无人
驾驶拖拉机拖着小麦智能精准耕播复式作业机驶入
田间，秸秆粉碎、旋耕整地、精量播种、变量施肥等
工序一气呵成，展现出智慧农业的硬核实力。

国内首创复式作业机，攻克四大技术难题

“注意看，这几道工序就像变魔术一样连贯。”
郑恩来站在田埂上向记者解说，机器驶过之处，秸
秆粉碎、旋耕整地、精量播种、变量施肥同步完成。

记者了解到，在长江中下游稻麦轮作区，土壤
黏重、秸秆量大、播种施肥精度低等问题长期制约
着小麦生产。南京农业大学郑恩来教授团队历时
7年攻关，研发出了国内首台针对该区域的小麦智
能精准耕播复式作业机，一举攻克四大核心技术。

这些核心技术包含“前粉后旋秸秆黄金粉碎
术”，解决了秸秆焚烧污染与还田效率低的难题；

“仿生抗粘种床整备技术”，构建出疏松洁区的种
床，为种子发芽创造最佳环境；“气吸式精量播种
系统”，每亩节省种子 10%~15%，避免了传统撒播
的种子浪费与幼苗竞争问题；以及“变量施肥智慧
决策系统”，按需制定施肥方案，实现“肥力差的地
块多施、肥力好的地块少施”，肥料利用率提高
25%，环境污染风险显著降低。

“这台机器就像‘农业变形金刚’，过去需要多
台机器分步骤完成的耕、播、施工序，现在一次性
搞定。”郑恩来告诉记者，复式作业机每小时可作
业 9亩，且单产较传统方式提升 10%以上，亩产可
达 900多斤。

省钱、省种、增产，这机器“懂”地

谈及研发历程，郑恩来坦言，团队突破了多项
“卡脖子”技术。针对长江中下游黏重土壤“播深
难控制、种床难成型”的痛点，团队创新性设计了
自适应播深调控装置，将播种深度精准控制在 2~3
厘米，既避免浅播晒种、又防止深播闷芽。

“我们的机器不是简单的机械化，而是将栽培
学原理与智能装备深度融合。”郑恩来表示，从
2017 年第一代样机到如今的第七代产品，团队累
计进行了 600余次田间试验，最终实现了“让机器
理解作物生长需求”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不是造出‘实验室里的机器’，而
是让农民用得起、用得好的‘田间神器’。”郑恩来
介绍，复式作业机采用模块化设计，根据配置不同
分为高中低三档，最高版本售价控制在 5万元以内
（不含拖拉机），较进口同类设备价格降低 60%。目
前，第七代产品已在长江中下游稻麦轮作区实现
规模化应用，累计作业面积超过 50万亩，带动每亩
综合成本下降 30%。

据《扬子晚报》

历时7年破解黏土春耕难题

南农国内首创
“农业变形金刚”

□刘旸

记者日前从第三届中国（安徽）科
交会“人工智能+”场景对接活动中了解
到，安徽已成为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布局
和重大平台最为集聚的省市之一。未
来，安徽将推动更多优秀企业和项目落
户，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新高
地。

安徽早在 2018 年就制定新一代人
工智能专项规划，2021年将人工智能列
入全省十大新兴产业高位推进。2023
年以来，安徽系统推进大算力、大数据、
大模型、大应用。2024 年，围绕国家部
署“人工智能+”行动，安徽印发实施《安

徽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行动方案》，
目前全省人工智能规上企业和关联企
业分别为 783家和 1.2万家，安徽已成为
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布局和重大平台最
为集聚的省市之一。

2023年以来，安徽还率先启动了全
域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建设，围绕

“人工智能+”释放高质量场景机会 300
多项，带动全省研发推出行业大模型 70
多个。这些场景覆盖了智能制造、智慧
城市、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为人工智
能技术的落地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

2024年，省科技厅会同合肥市共同
谋划建设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汇

聚“政产学研金服用”资源，打造一站式
综合服务窗口，已吸引行业大模型相关
企业落户 14家，全省已建成通用人工智
能创新园区 5个，正在因地制宜围绕各
自领域和垂域场景，逐步形成关键技术
研发集聚地和人才活跃生态社区。

此次“人工智能+”场景对接活动是
本届科交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省
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搭建一个高效对接平台，突出场
景创设和成果应用，推动更多优秀企业
和项目落户安徽，助力安徽打造全国乃
至全球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新高
地。

据了解，目前安徽人工智能在算
力、数据等基础设施和基金、人才等方
面已有一定优势，全省智能算力超过
2.4 万 P，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省数据交
易所先后上线人工智能专区，人工智能
母子基金投资金额超过 37 亿元，全省
121 所高校直接服务人工智能产业的
本科专业点超过 240 个，在校本硕博人
数超过 5.3万人。根据赛迪研究院发布
的最新《中国人工智能区域竞争力研究
报告》，目前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
价在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
5位。

据《新安晚报》

科交会举办“人工智能+”场景对接活动

安徽将打造全球AI产业发展创新高地

□王逸飞

今年的“五一”假期，受天气变暖影响，浙江涉
水旅游项目客流量升温明显，城市夜游、海岛游、
海岛度假成为热门项目。记者 5 月 3 日从浙江海
事局获悉，假期前两日浙江水路发送旅客已达 60.8
万人次，同比增加 8.4%。为满足群众水上出行需
求，浙江投入营运客渡船 279艘，舟山普陀、温州南
麂岛等航线临时增开班次。

“五一”假期以来，浙江舟山群岛水上客运迎
来高峰，已累计发送旅客超 43万人次，其中有超 25
万人次的客流前往舟山普陀山景区。为满足旺盛
的出行需求，多地至普陀山景区的水上客运航线
相应增加了班次，客船超过 600航次/日。

在宁波，市际客运航线、市内休闲旅游航线同
样迎来客流高峰。北仑峙头车客渡码头是宁波规
模最大的客运码头，“五一”假期共有 7艘客渡运船
舶投入营运，假期前两日，码头共输运车辆 3633
辆、旅客 1.14 万人次，发送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19.7%。

在温州，焕新升级的“塘河夜画 2.0”项目吸引
了来自各地的游客，其以数字技术重构传统文化
基因，用光影艺术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为游客奉
上“科技+文化”的沉浸式夜游盛宴。假期前两日，
该项目已派发 6艘游船，累计运营 36个班次，满足
2000余名游客的出游需求。

为保障“五一”假期期间旅客水上出行安全，
浙江海事部门已提前对所有客渡船的消防、救生、
航行等设施设备情况进行全方位检查，确保所有
营运客运“安全上岗”；在普陀山等热门景区，开展
巡逻艇护航、开航前检查、站高峰；实现立体巡航
精准管控，投入海巡艇、无人机开展“水空联动”巡
航，特别在游船密集时段持续强化监管力量。

据中新网

累计发客超60万人次

“五一”假期浙江
水上旅游持续火爆

■4 月 30 日—
5月4日，上海线上
线 下 共 计 消 费
594.6 亿元，同比增
长 13.1% 。 其 中 ，
线下消费 331.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2% ；线 上 消 费
263.1 亿元，同比增
长12.9%

■上海多元体
验成为吸引外国游
客的核心动力。免
签政策、离境退税
政策等激发了外国
游 客 的 中 国“ 旅
游+购物”模式

假日期间，上海各重点商圈、购物中
心、商场超市每日推出活动近 200场，为广
大游客和市民提供高品质消费体验。

各大家电、家居以及消费电子领域的
品牌厂商结合以旧换新政策，纷纷推出具
有吸引力的创新产品。“上海家电家居焕新
嘉年华”大型展会，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
等数字营销手段，搭建“线上云展+线下体
验”的双线融合模式，构建消费新场景。“五
一”假日期间，上海线下 1000 家企业有约
6000 家门店以及 13 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
居、3C 补贴产品，累计实现销售额 11.5 亿
元，环比节前 5天增长 32.4%。为进一步促
进汽车消费，普陀区、浦东新区、松江区和
嘉定区等区，在国家汽车报废更新和上海
市促进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每辆叠

加 1000 元—10000 元购车补贴，助力市民
汽车换新。

消费券带来实打实优惠的同时，也提
升了假日热度。“五一”期间，“乐品上海”
餐饮消费券带动餐饮消费 7990.3万元。“乐
游上海”旅游消费券开启第三轮核销，据统
计，“乐游上海”旅游消费券 5月 1日当天核
销金额 150 万元，为活动开始以来的最
高。静安区上线“静安商圈精品消费券”，
汇集 700 余个品牌参与，黄金珠宝销售翻
倍增长。浦东新区发放“乐购浦东”消费
券，陆家嘴、前滩世博和度假区等商圈的
1300余家商户参与，活动商圈客流同比增
长 15.2%，销售额同比增长 11.8%。杨浦区
发放“玩转杨数浦”消费券，节日期间五角
场商圈消费额同比增长 34.4%。

上海多元体验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
核心动力。“免签国游客来沪扫货”“老外
拖着行李箱采购”等话题引爆社交圈，免
签政策、离境退税政策等激发了外国游客
的中国“旅游+购物”模式。

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境外来沪消费
4.55 亿元，同比增长 211.6%。 4 月 27 日

《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
消费的通知》正式发布后，上海第一时间
部署相关工作，4 月 28 日下午，大丸百货
的离境退税开单自助终端成功开具出上
海第一张自助办理退税申请单。目前，上
海办理离境退税备案企业 1013 家，覆盖
品牌商户超 3300 户。“五一”期间，上海离
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2 倍，退税额同
比增长 1.3倍。

■线上线下融合构建消费新场景

“五一”假期，上海文旅市场展现出强大吸引力，各项数据增长显著。
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监测数据显示，4月 30日—5月 4日，上海线上线下共计消费 594.6亿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线下

消费 331.5亿元，同比增长 13.2%；线上消费 263.1亿元，同比增长 12.9%。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本市共接待游客 1650.06万
人次，同比增长 1.61%。

假日期间，跨界融合的文旅商体展活
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踏访，“票根联动”
成为各类活动的标配，带来了更丰富便捷
的消费体验。

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与世博文化
公园展开合作，联合推出“马术+温室花
园”免预约双人套票、假日限定打卡套章、
赛事官方纪念品快闪店等主题活动，成功
吸引大量亲子家庭与年轻客群参与，进一
步释放赛事的文化与旅游辐射力。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大闹天宫》主
题烟花和无人机秀、海昌海洋公园烟花盛
典、金山城市沙滩国际音乐烟花秀、上海国
际赛车场音乐艺术嘉年华等一批“点亮夜

空”的项目集中推出，直接带动了周边的住
宿业态。其中，金山沙滩烟花秀登上抖音
同城热点事件 TOP5，金山滨海地区 5 月 2
日当天酒店客房入住率 87%，金山嘴渔村
乡村民宿入住率达 92%。

“五一”文旅消费周、“五五购物节”两
大节事共创形成的叠加效应，也为假日带
来一波消费热潮。2025 邮轮文化旅游节
推出 28 项沉浸式融合活动，上海国际咖
啡文化节融合演艺、体育、非遗、潮流文
创、露天电影、特色美食等元素，为市民游
客呈现一场“咖啡+万物”的缤纷盛宴。上
海文化遗产季推出首批 40 余场精品展览
及 40 场特色文博活动精品活动，让市民

游客在休闲之余亦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
选择。

演艺经济为上海文旅市场带来显著
的经济增量。假日期间，本市共举办 660
场营业性演出，服务观众约 74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5.91%，票房收入约 1.63 亿元，同
比增长 59.41%。米哈游在上海东方体育
中心举办“星铁 LIVE”2025 星穹铁道演唱
会，三天吸引了全国各地近 3 万名同款游
戏玩家来沪“打卡”，人均在沪消费 3000
元以上。热门演出前后的“粉丝踩点”和

“余兴社交”等新消费现象，逐渐成为一种
趋势。

据《解放日报》

■文旅商体展联动带来流量增量

南农自主研发的复式作业机

假日期间境外来沪消费假日期间境外来沪消费逾逾44..55亿元亿元，，同比增长逾同比增长逾200200%%

““免签国游客来沪扫货免签国游客来沪扫货””引爆社交圈引爆社交圈
上海迎客上海迎客16501650万人万人次次，，文文旅商体展联动带来丰富消费体验旅商体展联动带来丰富消费体验

□□吴卫群吴卫群 李宝花李宝花

外国游客在上海街头购物 留学生体验上海街头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