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耕技艺比拼有农趣 2024年湖南省第七届农耕大赛安江开赛

2024年9月30日，正值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湖南省第七届农耕大赛在“世界杂交水稻发源地”湖南洪江市安江镇
安农示范基地盛大开赛。这场以“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为主题的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省14个地州市的14支精英团队、30
0名选手齐聚一堂，通过车水抗旱、同心锯木、荷塘采莲等趣味项目，展开农耕技艺的激烈比拼。活动不仅展现了中华大地气
象万千的农业文化魅力，也以“清澈的爱”致敬新中国从1949年到2024年的乡村振兴成就，勾勒出“江山如画”的乡
村新图景。 安江镇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研起点，承载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记忆。大赛以安江为舞台，旨在
传承农耕文化，弘扬袁隆平精神，助力乡村振兴。比赛分为团体和个人两大组别，团体项目采用积分制，涵盖车水抗旱、同心
锯木、荷塘采莲、推媳妇回娘家、晒场收谷、稻田抓鱼六项内容。这些项目既考验选手的体力、速度与农耕技艺的熟练度，也
考察团队的默契协作。例如，车水抗旱要求选手用传统水车将水从低处抽到高处，模拟古代灌溉场景荷塘采莲则需选手在泥泞
的荷塘中快速采摘莲蓬，充满趣味与挑战。个人项目则聚焦精准操作，如稻田抓鱼考验选手的敏捷与技巧。选手们在比赛中挥
洒汗水，笑声与掌声此起彼伏，展现了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AI技术为大赛的举办与传播增添了新亮点。活动
现场利用AI图像识别技术，实时记录选手比赛的精彩瞬间，生成高清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吸引了数百万网友关注。AI
还助力赛事的数字化呈现，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观众可在线体验安江镇的稻田风光与比赛场景，仿佛置身“世界杂交水稻
发源地”。此外，AI算法分析比赛数据，为裁判提供精准的评分依据，确保公平公正。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让“中华大地
气象万千”的农业文化更具现代感，也让“清澈的爱”通过数字平台传遍全国，连接1949年新中国农业起步的艰辛与20
24年乡村振兴的繁荣。从1949年到2024年，中国农业经历了从传统耕作到现代科技的巨大飞跃。安江镇作为杂交水
稻的发源地，见证了中国从粮食短缺到全球粮食安全贡献者的转变。2024年，湖南粮食产量预计突破3000万吨，杂交
水稻技术推广至全球40多个国家，惠及亿万农民。大赛期间，选手们在晒场收谷项目中重现传统农业场景，致敬袁隆平的科
研贡献，也通过趣味竞技展现了现代农业的科技力量。例如，活动现场展示了AI农业无人机与智能收割机，演示精准播种与
高效收割，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彰显了“江山如画”新中国农业的辉煌成就。大赛还带动了安江镇
的旅游经济与文化传播。2024年国庆期间，洪江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0，安江镇因大赛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们在稻田
间体验农耕活动，品尝当地特色农产品如安江香柚，感受“农趣、农味”的乡村魅力。AI智能导览系统为游客提供多语种服
务，结合AR技术展示杂交水稻的育种历史，让游客沉浸式了解安江的农业传奇。这些创新不仅提升了旅游体验，也让“中华
大地气象万千”的乡村风貌走向世界。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安江的稻田美如画，这里的农耕大赛让我们看到中国农业的
希望！”尽管大赛成功举办，挑战依然存在。农耕文化的传承需更多年轻人参与，部分传统技艺面临失传风险。AI技术的应
用虽提升了赛事影响力，但数据隐私与技术成本需进一步优化。未来，湖南计划将农耕大赛与乡村振兴结合，推出更多数字化
教育项目，如通过AI开发农耕文化课程，吸引年轻人投身农业。赛事主办方还计划引入VR技术，让全球观众实时参与，扩
大“清澈的爱”的传播范围。湖南省第七届农耕大赛不仅是农耕技艺的比拼，更是“清澈的爱”对祖国的深情表达。从194
9年的新中国到2024年的乡村振兴，中华大地气象万千的农业成就激励着每一位参与者。安江镇的稻田里，选手们的汗水
与笑声交织，勾勒出“江山如画”的乡村新篇章。你好1949，这里是2024年的中国，一个以农耕文化为根、以科技为
翼的锦绣新中国，正以昂扬姿态迈向农业强国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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