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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

下土；如今是手机上“种地”，“指尖”

浇水、施肥、控温……在位于武陵山区

的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团堡镇黄泥坡

村，智慧农业释放科技兴农红利，为

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初夏时节农事忙。走进黄泥坡

村，放眼占地 1280 亩的智能蔬菜园，

西红柿、芹菜、葡萄等特色蔬果大棚

整齐排列，生机盎然。

在智能蔬菜园的核心区域，矗立

着一座约三层楼高的玻璃温室大棚。

明亮的大棚内，一排排种苗宛如住上

了“高层公寓”。硕大的温室大棚，却

几乎见不到人影。

“过去，一个大棚要几十个农民

进行育苗、施肥、浇水，哪个环节都不

能马虎。如今，一个大棚只需要两名

管理员。”大棚管理员郜艳芳告诉记

者，依托智慧农业管理平台，温度、湿

度、光照、降雨量、风速、土壤酸碱值等

信息全部通过传感器联动联控。点点

手机屏幕，便能实现对大棚的 24小时

远程监控，再也不用“锄禾日当午”了。

“各项指标设置好后，当数值高

于或低于预设的阈值，智慧农业管理

平台就会自动推送告警信息到手机

上。我们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远程升降

帘、膜，远程喷淋、滴灌水肥等操作。”

郜艳芳说，大棚一次可育苗 50多万株，

足够满足 1000多亩田地的用苗需求。

2022 年 9 月，在武汉经济技术开

发区对口帮扶下，利川市大力实施

“菜篮子”工程，在黄泥坡村流转土地

建设集生产、展示、观光于一体的智

能蔬菜园。2023 年，智能蔬菜园产出

辣椒、白菜、西红柿等各类蔬果 4000
多吨，运往武汉、重庆、南昌等地销

售，产值超过 2700 万元，直接带动周

边 109户村民稳定增收。

徐林艳是玻璃温室大棚的另一名

管理员，她原本长期在浙江和广东等

地打工，智能蔬菜园的建成让她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不仅能挣到和打工

差不多的收入，还能照顾年迈的双亲

和两个分别上初中和幼儿园的孩子。

如果说水、肥是传统农业的关

键，那么电毫无疑问是智慧农业的关

键。据悉，为了确保智能蔬菜园高品

质用电，当地供电部门对一条 10千伏

配电线路进行了升级改造，同时新增

了 1台 400千伏安变压器。

“智慧农业是全电气化的，我们

量身定制用电方案，实现园区用电负

荷优化配置，保证特色农业发展用电

需求。”国网利川市供电公司营销部

主任冉勐纮说。

时值正午，大棚内温度达到 30摄
氏度，徐林艳打开手机，用手指轻轻

一点，“哔”的一声启动了放风机，大

棚自动卷起塑料篷布，短短几秒实现

通风控温，与人工操作相比，时间缩

短了近 30分钟。

“相较于传统种植，智能蔬菜园

蔬果产量增加 50％以上，综合效益提

高 70％以上。”团堡镇农业服务中心

主任孙帮泽说。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 5月 11 日
电（记者 刘方强）自启运以来，亚吉

铁路旅客发送量 68万人次，货物发送

量 950 万吨，运输收入年均增幅达

39％……亚吉铁路六年成就和未来展

望发布会暨交钥匙仪式 10 日在埃塞

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区拉布火

车站举行。这标志着埃塞俄比亚－吉

布提标准轨距铁路公司正式开始主导

运营亚吉铁路。

亚吉铁路是非洲首条跨国电气

化铁路，西起亚的斯亚贝巴，东至邻

国吉布提首都吉布提的港口，全长

752 公里，由中国铁建下属中土集团

和中国中铁下属中铁二局共同承建。

据中国土木埃塞俄比亚工程有

限公司统计，自 2018 年 1 月 1 日开通

商业运营以来，亚吉铁路共开行旅客

列车 2500 余列、货物列车 7700 余列，

实现商业运输收入总计 113 亿埃塞俄

比亚比尔（约合 1.97亿美元）。

这些收获，离不开中方团队的坚

守，离不开当地员工的努力。

内比尤·麦拉库今年 34 岁，2013
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亚吉铁路建设。他

从人力资源助理干起，目前已成为亚

吉铁路所有方埃塞俄比亚－吉布提标

准轨距铁路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之

一，负责 3000 多名埃塞当地员工的管

理和福利发放等工作。

“刚开始这里全是垃圾堆，我们

那时的主要工作是清理垃圾、平整土

地，并协助当地百姓搬迁。”内比尤指

着亚吉铁路始发站拉布车站说。

一大早，记者在车站外的广场看

到，不少旅客已排队准备进站。广场

外，当地年轻人正迎着朝阳沿路跑步

健身。

“现在这边环境美了，基础设施

更完善了。”内比尤告诉记者。

2018 年 亚 吉 铁 路 进 入 商 业 运

营。按照合同，中方企业向业主提供

六年的铁路运营维护服务。通过中方

对当地员工的系统培训和“传帮带”，

当地业主逐步接管铁路运营。

中国铁建董事长戴和根介绍说，

中方团队首先立足当地条件，在铁路

沿线帮助建设了 6 个理论培训点和 4
个集中实作培训点。此外，团队还与

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院校

合作，为 32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提供

现场培训；派送 62 名电力机车司机、

77名中层管理人员、35名高层经理赴

中国进行培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六年

来，中方累计完成培训认证当地员工

2840 人，全面完成运营、维保、安全等

各专业本地化能力建设，为按时顺利

移交夯实基础。

过硬的能力建设，打造了过硬的

本地化团队。2024 年 1 月 1 日，埃塞

俄比亚－吉布提标准轨距铁路公司全

面接手亚吉铁路运营，中、埃、吉三国

员工用青春和汗水浇灌的亚吉铁路这

朵繁荣之花绽放。

对亚的斯亚贝巴车务段中方技

术人员王天涛来说，这六年是 2000 多
个与当地同事并肩奋斗的日日夜夜。

在这里，他负责包括拉布车站在内的

10 个车站旅客、货物运输的管理协

调，见证了埃塞同事从对铁路一无所

知到完全接手火车运营的成长历程。

“刚开始运营时，我负责的车务

段有 40 位中方人员，目前已减少至 5
位，而当地员工已经从零增加到 450
人。”王天涛表示，交钥匙仪式后，中

方团队主要进行重点巡视和指导监督

工作，并将在两年内完全退出。

从拉布车站向南行驶约一个半

小时，火车到达阿达玛车站，这里是

内比尤的家乡。

“我经常和家人分享在铁路上的

工作经历，他们都为我的工作感到骄

傲。”内比尤告诉记者，“弟弟四年前

也加入亚吉铁路的运营工作，目前在

阿达玛车站工作。”

这条铁路不仅为很多当地人提

供了就业，还加强了埃塞俄比亚和吉

布提两国的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成

为沿线各地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亚吉铁路有力推动了埃塞俄比

亚和吉布提两国间的贸易和双边关

系，这条铁路将埃塞俄比亚和全世界

联系起来，对于促进埃塞经济发展意

义重大。”埃塞交通和物流部长阿莱

穆·西梅在仪式现场说。

亚吉铁路是落实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

峰会“十大合作计划”的早期收获。

该铁路也被称作埃塞俄比亚的“运输

生命线”，在保障民生方面起到重要

作用。大量化肥、小麦、钢材通过这

条铁路进入埃塞，埃塞生产的咖啡、

芝麻、服装等则借助这条通道出海。

据了解，752公里的运输里程，公

路运输需要 3 至 7 天，亚吉铁路通车

后，货运只需 20 小时，运输成本也只

有公路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二。接下

来，中方团队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

势，继续对亚吉铁路现行规范和标准

进行归纳和提炼，逐步帮助两国建立

健全铁路行业标准。

“在埃塞整整十年，已经习惯这

里的生活了。即将离开，虽然会有些

伤感，但看到当地员工接手亚吉铁路

运维，我们很欣慰。”王天涛说。

从从““扛锄头扛锄头””到到““刷手机刷手机””
———鄂西山区智慧农业见闻—鄂西山区智慧农业见闻

2024 年 4 月 24 日，智能蔬菜园

玻璃温室大棚。 （黄定懿 摄）

2024 年 4 月 24 日，徐林艳（左）

和郜艳芳（右）通过手机查看大棚实

时数据。 （黄定懿 摄）

新华社记者 谭元斌

““授人以渔授人以渔””的中国实践的中国实践
———写在亚吉铁路运营六年—写在亚吉铁路运营六年““交钥匙交钥匙””之际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