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山：烟区科技革命 重塑农耕图景

在全面建设农业强国的时代浪潮中，科技创新正成为重塑传

统农业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文山烟区在“五强”目标指引下，准确

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以科技为犁铧，深耕数字技术与烟草种

植的深度融合，推动烟草产业向着现代化、智能化大步迈进，在优

化资源投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负担、提高烟叶品质中积极

探索精准生产新范式，书写科技兴农的崭新篇章。

服务要精准落地，人力和组织保障
是基础。清晨 7时，木央烟叶收购站技
术员李国兴的手机铃声响起，电话那头
是烟农江家信。“家信，今年州公司重点
推广一种新型的内源抗病毒制剂，防治
花叶病效果特别好，你几点开始下田做
工？等下我带着药剂过去，顺便帮你仔
细看看地里有没有病虫害迹象。”挂断
电话，李国兴迅速准备好物资，坐上皮
卡车直奔烟田。这是文山州推行“三站
合一”改革后，基层技术员日常服务的
一个缩影。

改革将原来基层烟站的职能进一
步整合为“一站式”综合服务网格，技
术员直接挂片包干到户，角色从过去
的“坐等上门”彻底转变为主动下沉、
靠前服务。江家信对“三站合一”带来
的变化感触很深：“以前遇到技术问题
或者要领个药，来回一趟烟站就得耗
上大半天，现在方便太多了，有急事、
难事，一个电话打给兴哥，他很快就能
赶过来。”在江家信看来，李国兴不仅
是他这片烟田的责任人，更是他信赖
的“种烟导师”，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
理再到采收烘烤，全程都能得到及时、
专业的指导。

这样的“网格化、管家式”技术服务
模式已深度融入文山州烟叶生产环节，
精准抵达每一户烟农、每一片烟田，确
保每一项科技赋能的创新举措，都能在
广袤的烟田中精准扎根、有效执行，最
终结出丰硕的成果。

为面对今年极端天气，构筑坚固防
线，保障烟叶稳产增收，文山州烟草专
卖局（公司）主动出击，深化与各地气象
部门的战略协作，并积极引入第三方专
业气象服务公司的技术力量，共同开展
烟叶防灾减灾新型体系建设，科学、精
准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最大限度减
少干旱和冰雹造成的损失。

未雨绸缪，方能从容应对。借助新
一代天气雷达、高分辨率卫星云图实
时监测数据，结合智能气象预测模型，
滚动制作发布《烟叶气象服务专报》和
《烤烟每日专题气象服务》，对未来 24
小时乃至更长时间窗口内的天气变
化，特别是强对流天气和干旱趋势进
行精细化预报预警，为全州超过 18万
亩烤烟撑起全天候的“防护伞”。砚山、
丘北、广南三县根据核心植烟区域分
布，科学布设了人影工作的固定作业
点和流动作业点网络，每个作业点均
配备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 24小
时值守，确保在天气过程来临时能够
迅速反应、就近作业，保障作业的及时
性和高效性。

精准的气象预测预报，也为指导烟
农在暴雨来临前及时疏通沟渠排涝、加
固设施防洪，以及在冰雹预警后采取应
急防护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显著提高
了烟区应对不良气候灾害的能力，最大
限度降低了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灾害
损失。

除此之外，一场静悄悄的生态革命

正在文山烟区上演。为守护烟叶质量安
全和烟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文山州
烟草专卖局（公司）构建并持续完善以
生物防治为核心、多技术协同的烟草病
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以废弃地
膜、农药包装袋等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理
为主的烟田清洁生产体系，突出减工、
降本、降碳、提质、增效的清洁烘烤体
系，践行绿色发展责任。

文山州烟草专卖局（公司）不断创
新绿色防控策略，大力升级生物防治
手段，在实现 100%烟田推广释放蚜茧
蜂防治蚜虫这一成熟技术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天敌昆虫应用范围，2025
年，当地推广应用夜蛾黑卵蜂防治鳞
翅目害虫 9万亩，释放捕食螨防治叶
螨、蓟马等小型害虫 6万亩，释放叉角
厉蝽防治蝽类害虫 0.5万亩，应用天敌
昆虫进行生物防治的烟田面积覆盖比
例已达 38.8%。蚜茧蜂、夜蛾黑卵蜂、
叉角厉蝽……这些微小的“田间卫士”
被源源不断地投放到田间地头，与烟
草害虫展开一场场无声而卓有成效的

“搏斗”，构建起基于生态平衡的防御
屏障。

为减少废弃地膜对耕地质量和
生态环境健康的影响，文山州烟草专
卖局（公司）设立专项补贴资金，探索
建立了“烟农主动捡拾+烟站集中回
收+专业企业加工再利用”的闭环回
收处理模式，通过政策激励和宣传引
导，鼓励烟农在烤烟采收后及时、彻
底地清理田间地膜，做到应收尽收。
2023 年以来，全州共回收废弃地膜
1.18万吨，实现 100%回收再利用，回
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126.09 吨，实现
100%定点集中无害化处理，共同守护
文山的沃土良田，为农业的绿色可持
续发展添砖加瓦。

在保障田间烟叶健康茁壮生长的
同时，烘烤环节的绿色智慧变革同样至
关重要。现在，以电能、生物质颗粒燃
料、太阳能辅助等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主
导的新型智能化烘烤模式，不仅能显著
降低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还能通
过精准的温湿度智能控制系统大大提
升烟叶的烘烤品质，更重要的是极大地
解放了劳动力，农户只需在智能控制屏
上设定好烘烤工艺曲线，设备便能自动
运行。目前，文山州已建成生物质颗粒
燃料烤房8653座、电能烤房1066座，全
州采用清洁能源进行烘烤的烟叶数量
占收购计划的49.18%。

从“外卖式”召唤烟苗到手机触屏
网签合同，从传感器传递土壤数据到无
人机精准施药，从网格化精准管护到绿
色生产环环相扣……现代化耕种带来
的智慧突破，让文山州烟叶生产从靠天
吃饭向“算”天吃饭转变。这场科技变革
不仅是文山州烟草专卖局（公司）转型
升级的生动实践，更是科技赋能乡村振
兴、谱写农业现代化新篇章的时代强
音。当金秋来临，这片被科技点亮的土
地，必将收获满仓金黄。

育苗时节曾是马关县烟农李文洪
最忙碌也最头疼的时期。他回忆道：“往
年这个时候，天不亮就得开着家里的小
拖拉机往育苗点跑，路不好走，一车装
不了多少苗，来回折腾大半天，人累得
够呛，烟苗在路上时间长了还蔫巴，影
响移栽成活率。”

如今，依托文山州烟草专卖局（公
司）精心打造的“线上订单+线下接力”
智慧配送模式，李文洪只需在微信小程
序上预约好时间、品种和所需数量，育
苗合作社的专业送苗车便会如约而至，
准时将鲜嫩健壮的烟苗送达田头。“就
跟点外卖一样方便！”他由衷赞叹。

这便捷高效的背后，有一个深度
融合物联网技术与智能算法的烟苗配
送平台在高效运转。当烟农在手机端
一键下单，智能算法迅速完成区域订
单的整合与路径优化，配送指令随即
发送到对应育苗合作社的后台管理系
统。育苗点负责人陈胜国对此深有体

会：“过去调度车辆、安排人员全凭经
验，难免有疏漏或浪费。现在系统数据
实时清晰，我们能根据订单分布和时
效要求，科学安排车辆装载顺序和配
送路线，确保每一车烟苗从出棚到送
达烟农田头进行移栽严格控制在 24小
时以内。”这种精准管控带来的效果显
著——烟苗运输损耗大幅降低，移栽
成活率显著提升，烟苗质量更有保障。

2025年，这一创新模式已在文山州
全面开花，覆盖了主要的烟叶种植区
域，为万千烟农节省了人工成本、运输
成本和时间成本。

文山市新街乡新街村连片的高标
准烟田上空，无人机轻盈掠过。机载的
高清摄像头高速捕捉着每一株新生烟
苗的清晰影像。后台，先进的AI图像识
别算法快速运转，对每一帧图像进行智
能分析，每一株烟苗都能被清晰无误地
点蔸计数。这些实时回传的数据，成为
文山州烟草专卖局（公司）推行以株定

亩、精准测算实际移栽面积、核算种植
补贴的核心科学依据。

“无人机在天上飞一遍，田里有多
少株烟，后台系统算得清清楚楚，数据
直接推送到我手机App上，生成精准的
报告。”烟农唐正元兴奋地展示着手机
界面，“过去靠经验估算面积，误差大。
面积说不清，后续补苗该补多少、追肥
该施多少量，心里都没底，容易造成浪
费或者不足。现在好了，以株定亩，该补
多少苗、施多少肥，系统都算得明明白
白，照着干就行，省心又科学。”新街乡
率先应用该技术后，烟田有效株数达标
率得到了显著提升。这双“天眼”不仅实
现了资源的精准投放，更如同为烟农的
收益预期装上了科技的精准导航仪，让
每一份投入都看得见回报。

烟苗精准落田只是起点。在广南县
珠琳镇的规划烟区，网格员李有彬手持
安装了专用GPS测绘软件的智能手机，
行走于烟田阡陌之间。随着指尖在屏幕

上轻点、滑动，地块的边界、坡度、面积
等关键信息瞬间被精准采集，并通过移
动网络实时上传至文山州烟草专卖局
（公司）一体化数字平台。以往需要烟农
携带土地证、身份证等证件，多次往返
烟站进行现场指认、反复沟通确认的烦
琐地块信息采集和合同绑定流程，如今
在田间地头能瞬间完成数字化建档。

“过去签合同、绑地块，烟农得带着
证件反复跑站点，遇上人多还得排队，
耽误工夫不说，有时还因为信息传递误
差闹矛盾。”广南县珠琳烟站负责人张
明对数字化带来的效率之变感触尤为
深刻。如今，烟农在家中或田间地头，用
手机轻松登录平台，指尖轻点，电子合
同条款清晰呈现，地块信息一目了然，
确认无误后完成电子签名即可，整个签
约与地块绑定流程几分钟内便能完成。
目前，文山州烟叶种植合同的电子网签
率已达 100%，大大提升了烟农的满意
度和契约签订的规范性、透明度。

步入文山的现代化烟田，在一片生
机盎然的绿色中，白色的“云田”智能监
测设备悄然伫立田间，与葱郁挺拔的烟
株相伴，勾勒出智慧农业赋能烟叶生产
的生动图景。文山州烟草专卖局（公司）
将“云田”系统定位为烟叶种植全链条
的数字化指挥中枢，在全州烟区科学布
设了 160个产量与生长定点监测点。这
些站点持续采集着温度湿度、光照强
度、降雨量、土壤墒情、养分含量以及烟
株生长阶段的高清影像等多维度的海
量数据。

“这套专为烟叶管理打造的数字平
台，真正打通了从宏观决策到田间执行
的神经脉络。”文山州烟草专卖局（公
司）技术中心负责人介绍道，“我们搭建
起州、县、烟站、网格四级数据联动体
系，数据层层互通、指令级级响应，真正
实现了‘让数据说话、为烟田精准画像’

的目标。”
数据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以前

施肥全看邻居或者凭经验，心里总打
鼓，怕施多了烧苗，施少了长不好。”富
宁县木央镇烟农农元凤指着自家烟地里
安装的“云田”设备笑着说，“现在施肥看

‘云田’。系统根据地里土壤检测的结果，
自动生成配方施肥建议书，缺啥补啥，清
清楚楚。更贴心的是，我们的网格员很快
就能带着建议书上门，手把手指导我怎
么配肥、怎么施肥，真是把服务送到心坎
上了。”这种基于数据的精准农事指导，
成功将传统的“烟农被动求助”模式转变
为“技术主动服务”模式。科学施肥不仅
降低了化肥投入成本，减少了面源污染
风险，更使烟株长势均匀健壮，为优质烟
叶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云田”系统已成为文山烟田
名副其实的智慧中枢。科技的力量通过

这一根根数据线、一个个传感器，深深扎
根于红土地，让管理决策更精准、农事作
业更高效，推动文山烟叶生产管理大步
迈向更加精细、智能、可视化的时代。

有了基础数据，如何高效响应？在
文山州富宁县连绵起伏的烟地中，植保
专业出身的新农人赵元富，正熟练地操
控着手中的遥控器，伴随着旋翼的嗡鸣
声，一架满载药液的植保无人机轻盈起
飞，在烟田上空按照预设航线精准飞
行、喷洒。近期，赵元富敏锐地捕捉到科
技植保的广阔前景，毅然购入先进的多
光谱无人机，摇身一变成为当地小有名
气的飞防服务提供者。“能用上所学的
专业知识，又能实实在在地帮助周边乡
亲守好烟田、减少损失、增加收入，这事
我干得特别踏实，也很有成就感。”赵元
富道出了许多投身农业科技服务新农
人的心声。

赵元富的转型之路，正契合了文山
州烟草专卖局（公司）加快推进植保智
能化、规模化的坚定步伐。为进一步提
升烟叶生长中后期病虫害防控的效率
和效果，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病虫害威
胁，文山州正大力推广无人机飞防统防
统治作业模式。飞防作业牢牢锁定对烟
叶产量和品质构成严重威胁的番茄斑
萎病以及黑胫病、青枯病等顽固的根茎
性病害，着力构建起一套预防为主、精
准高效为核心的空中植保防御体系。

2025年，全州纳入烟草专项补贴支
持的无人机飞防作业面积占文山州烟
叶种植总面积的比例高达 38.7%，飞防
作业正由过去的零星试点探索大步走
向规模化应用，植保作业方式也从人工
向无人机规模化稳步迈进。无人机飞防
为广袤烟田编织起一张高效、安全、环
保的立体防护网。

绿色护航精益管理 筑牢产业可持续发展根基科技赋能精细作业 重塑生产起点与流程

智慧田管精心照料 润泽烟株全生长周期

网签合同网签合同““云田云田””设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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