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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观光采摘园发展现状研究
——以商城县莓厘园为例

吕杰  陈家宁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公路与轨道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2

摘要：智慧果园作为现代农业与信息技术融合的产物，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通过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智慧果园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细化和高效化，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并提升了农产品品质与安全。在乡村振兴
休闲方面，智慧果园作为新型农业休闲综合体，吸引城市居民观光、采摘，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同时结合红色教育资源、传统文
化元素，提升乡村文化内涵。此外，智慧果园还促进了农村人才回流与创业。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智慧果园的建设与推广，充分
发挥其在农业生产、乡村旅游、文化传承及人才回流等方面的优势，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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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概况

智慧果园作为智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
逐步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
重要力量。目前，国内智慧果园起步虽晚，但发
展迅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智慧果园通过
集成应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
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信息感知、
定量决策、智能控制、精准投入、个性化服务。
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电子商务、在
线教育与远程学习、智能制造与工业、物联网、
云计算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等领域迅
猛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它已经深入拓展到农
业发展领域，为果园的现代化管理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果园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应顺应这种发展趋势，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
以提高生产效率、提升果品品质，并扩充产业发
展空间

二、发展现状

（一）果品种植情况
信阳当地采摘园的果品种植情况颇为丰富，

例如葡萄中的夏黑、醉金香、阳光玫瑰等，这些
葡萄品种口感鲜美，深受游客喜爱。黄桃在信阳
也有广泛种植，其肉质细腻，香甜可口。还有草莓，
冬季至春季是草莓的采摘旺季，红颜、隋珠等品
种在信阳采摘园中颇为常见。而夏季是蓝莓的采
摘季节，信阳的蓝莓园为游客提供了品尝这一健
康水果的机会。夏季也是桃子成熟的季节，信阳
的桃园为游客带来了清甜的桃子。由于采摘时间
会因果品种类、气候及地理位置等因素而不同。
信阳当地采摘园的面积因园区规模、果品种类及
经营模式等因素而异。一些大型采摘园可能占地
面积达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种植了多种果树，
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采摘选择。而一些小型采摘
园则可能专注于种植某一特定品种的果树，面积
相对较小，但同样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体验采
摘乐趣。总之，信阳当地采摘园的果品种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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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无论是果品种类、采摘时间还是采摘
园面积，都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二）采摘园经营情况
信阳采摘园种植的果品种类丰富，包括葡萄、

黄桃、草莓、蓝莓、桑葚、桃子等多种水果，满
足了不同游客的口味和需求。而且，采摘园注重
提供采摘体验，游客可以在果园中亲手采摘水果，
享受劳动的乐趣和丰收的喜悦。这种体验式消费
模式吸引了大量家庭游客和亲子游客。同时，采
摘园提供完善的服务设施，如停车场、休息区、
农家乐餐厅等，为游客提供了便捷的游玩环境。
同时，采摘园还提供水果包装、邮寄等服务，方
便游客将新鲜水果带回家。随着人们对健康、绿
色、有机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采摘园的经济效
益逐渐提升。通过提供采摘体验、销售新鲜水果
和农产品加工品等方式，采摘园实现了可观的经
济收入。采摘园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的发
展，促进了农民增收。同时，采摘园还为游客提
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
采摘园注重生态环保，采用有机种植、生物防治
等绿色生产方式，保护了果园的生态环境。同时，
采摘园还通过植树造林、绿化美化等方式，为当
地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

三、缺点不足

（一）认知不足与意识淡薄
部分果农对智慧果园的发展缺乏正确认识，

仍停留在传统农业的思维模式中，认为只有农药、
化肥等农资的投入才能带来致富，对物联网等设
备的投入持怀疑态度。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随
着科技的进步，农业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智慧果园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物
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可以实现对果园
环境的精准监控和管理，从而提高作物的产量和
品质，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环境污染。通过智能
设备，果农可以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温度、光照
强度等关键指标，及时调整灌溉和施肥策略，确
保作物在最佳状态下生长。此外，智慧果园还可
以通过远程监控系统，让果农即使身处远方，也
能对果园的情况了如指掌，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
尽管初期投入可能较高，但长远来看，智慧果园
能够为果农带来更稳定和可持续的收益，同时也
有助于推动农业向绿色、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
展。因此，果农们需要转变观念，积极拥抱智慧
农业，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

（二）技术人才匮乏
智慧果园的发展依赖于高素质的技术人才，

但当前果农科学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
高，管理能力较低，高新技术接收能力较弱，对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了解应用较少，这已成为困扰
智慧果园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了突破这一瓶颈，
必须加强对果农的培训和教育，提升他们的科技
素养和管理技能。通过举办定期的培训课程、工
作坊和在线学习平台，可以有效地传授现代农业
技术知识，包括土壤管理、病虫害防治、智能灌
溉系统以及数据分析等。同时，鼓励果农参与技

术交流和实地考察，以增强他们对新技术的接受
和应用能力。此外，政府和企业应合作开发适合
智慧果园的简易操作平台，使技术更加亲民易懂，
降低使用门槛。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可以逐步提
高果农的整体素质，为智慧果园的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三）基础设施不完善
目前，果园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赖于传统

的灌溉系统，如滴灌和喷灌技术。这些系统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作物的水分需求，但它们缺
乏现代化技术的集成应用，导致灌溉效率和管理
便捷性有限。为了提升果园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
平，迫切需要引入更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手机终端
技术以及 3S 技术（包括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
术、全球定位系统）为果园管理提供了新的可能
性。通过这些技术的集成应用，可以实现果园的
智能化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人力成本，
并增强对果园环境和作物生长状况的实时监控能
力。

例如，利用物联网技术可以构建一个智能监
控系统，通过安装在果园中的传感器实时收集土
壤湿度、温度、光照强度等数据，并通过无线网
络将这些数据传输到中央处理系统。处理系统可
以基于这些数据自动调节灌溉设备的运行，确保
作物在最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同时减少水资源的
浪费。

此外，3S 技术的应用可以为果园提供精确的
地理信息和定位服务，帮助管理者更有效地规划
种植区域、监测作物生长状况以及进行精准施肥
和病虫害防治。手机终端技术的结合则使得管理
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设备访问这些信息，进
行远程控制和决策支持。

尽管这些现代化技术为果园管理带来了革命
性的变化，但目前在果园建设中，这类基于高科
技的基础设施仍然较少。为了提升果园的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投资建设现代化的果园机械
设备和智能化管理系统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能
够提高果园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能帮助果
园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实现长远发展。

（四）技术成本与市场接受度
智慧果园的建设需要依赖先进的技术装备，

如自动化灌溉系统、智能监测设备、无人机巡查、
物联网技术等，这些设备的购置和维护成本相对
较高。此外，智慧果园的管理需要一定的技术知
识和操作技能，对于传统果农来说，这可能是一
个较大的学习和适应挑战。同时，智慧果园的市
场尚未完全成熟，相关的服务支持、技术更新和
行业标准等还在逐步完善中。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使得一些果农在面对智慧果园的投入时持观望态
度，他们可能担心投资回报率不确定，或者担心
技术更新换代太快导致现有投资过时。因此，尽
管智慧果园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和提升果
品质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果农们在决定是否
投入之前，需要仔细评估和权衡这些潜在的风险
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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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模化与标准化程度低
由于传统农业长期的家庭承包经营模式，导

致劳动力转移困难，土地流转的不流畅制约了我
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阻碍了智慧果园发展的速
度。同时，果园种植的标准化程度低也影响了智
慧果园的推广效果。

对智慧果园以后的发展，我认为应该加强技
术研发与创新，加大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提升智慧果园的
技术水平，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共同研发
适合智慧果园的新技术、新产品，满足果园管理
的个性化需求。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加强与高
校、职业院校的合作，开设智慧农业相关专业课
程，培养具备现代信息技术和农业知识的复合型
人才，定期组织技术培训，提升果农的技术水平
和管理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应用智慧果园系统。
完善基础设施与设备，加大对智慧果园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入，如智能灌溉系统、环境监测设备等，
提高果园的现代化水平，推广使用先进的果园机
械设备，如无人机、机器人等，提高果园作业的
效率和精度。降低技术成本与市场推广，政府应
给予智慧果园项目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
降低果农的技术投入成本，加强市场推广力度，
通过举办展示会、研讨会等形式，提高智慧果园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果农参与。推动规
模化与标准化生产，鼓励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
营，为智慧果园的发展提供土地保障，制定智慧
果园的种植标准和管理规范，推动果园生产的标
准化和规范化，提高果品的品质和竞争力。强化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加强智慧果园系统的数据
安全防护，确保果园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建
立健全数据管理制度，规范数据的收集、存储和
使用行为，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所以，智慧果
园的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果农的共同努力和支
持。通过加强技术研发、培养技术人才、完善基
础设施、降低技术成本、推动规模化和标准化生
产以及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措施，可以推
动智慧果园的健康发展，提高果园的生产效率和
果品品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案例分析

（一）国内外智慧果园案例
1. 国外案例
美国华盛顿州苹果园采用了先进的果实采摘

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底部有 4 个轮子，上部采摘
由 6 只爪子组成，效率极高，1 分钟可采摘 30 个
苹果。它们通过卫星导航结合视觉分析，24 小时
不分白天黑夜作业，显著提高了采摘效率。还有
荷兰韦斯特兰市的“番茄大世界”温室大棚是智
慧农业的典范。大棚内安装了众多摄像头和传感
器，对温度、湿度、水分进行全方位监测，并通
过数字技术实现智能栽培和科学灌溉，显著提高
了生产效率。以及德国易北河畔的酒庄，通过安
装传感器和无人机巡检，实时监测土壤状况、风
向风速、空气温度和湿度以及葡萄的光照量和树
叶的表面温度，帮助农民实时分析、预测作物生

长情况，实现智能栽培和科学灌溉。
2. 国内案例
2025 年 1 月 3 日，天翼乡村“智慧果园”发

布会在四川省蒲江县天府农创园召开，蒲江晚熟柑
橘智慧果园数字平台正式亮相。该平台由中国电信
四川公司携手蒲江县共同打造，以“1 个数据中台
+1 个指挥大屏 +1 个生产管理小程序 +N 个业务场
景”的“1+1+1+N”核心架构为支撑，从标准制
定、生产管理、品牌打造、专业服务和产业运营五
大农业生产维度出发，全面推动果园数字化转型。
它通过运用先进的核心模型技术，集成、处理和分
析果园运营中的多源数据，为政府和产业服务主体
提供及时的数据洞察能力。同时，平台集成了多个
系统，构建起“农业气象 + 农业服务 + 智慧农业”
多行业融合的新模式，显著提升了柑橘产业的全产
业链效率。此外，昭通市绥江县利用大数据打造智
慧果园，以此推动“半边红”李子产业提质增效。
它采用了水肥一体智能化灌溉系统、植保无人机、
果园轨道运输车、智慧农业监管平台等智慧农业新
技术新设备。实现了从“经验种李”到“数据种李”
的转变，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2024 年绥江县 10
万亩“半边红”李子投产 9.52 万亩，实现产量 8.26
万吨，产值达 5.37 亿元。

（二）由案例所得出的信息与启示
智慧果园的建设对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至关

重要。通过集成和应用先进 . 的农业技术，果园
能够实现智能化管理，减少人力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例如，昭通市绥江县利用大数据和智能化
设备打造的智慧果园，成功实现了从“经验种李”
到“数据种李”的转变，显著提升了李子产业的
生产效率和果品质量。

智慧果园的建设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农
民增收。通过引入新技术和新设备，果园能够提升
果品品质，增加附加值，进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同时，智慧果园的建设还能够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延
伸和拓展，促进农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智慧果园的建设也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向。通过结合农业与旅游、文化等
产业，果园能够打造独具特色的农旅活动和文化
产品，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和消费。这不仅能够提
升果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能够带动当地经济
的发展和繁荣。

综上所述，智慧果园的建设对于推动农业现
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和休闲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未来，我们应该继续加强智慧果园的建设
和推广，为农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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