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机电一体化系统在农业机
械工程中应用的意义

在农业机械工程开展的过程

中，应用机电一体化系统，利用电子

监视手段全面地监测机器的工作情

况，了解机器的操作和使用情况，提

升机器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加工

的品质和效益，促进了农产品加工

水平的提高。既可以有效地保护环

境，又具有很好地节约能源和环境
效益，推动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机

器运转时如果出现问题，系统立即

发出警报，对意外和失效的状况进
行分析，这有助于工程师们对机器

进行维护，缩短维护作业的周期，将

机器在运用中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降

到最低。并且可有效地改善机器的
作业效能，降低作业中的损耗与浪

费，确保总的效益,达到最优的资源

利用率。另外，该系统可提高机器的

精度，降低机器在运行中出现的错

误，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

益。因此，要在农业机械工程之中，

大力应用机电一体化系统。
二、农业机械工程中具体应用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措施
（一）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应用。

在传统的设计方法中，主要依赖于

人工进行的纯粹手动绘制，效率、质

量低下，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

难以适应农业发展对于农业机械的

需求。但是随着机电一体化系统的

出现，其中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

运用电脑辅助设计，利用 3D绘图系
统对资料进行处理，画出一张机器

图纸，可以大大地提升农业机械设

计的工作效率，同时也能协助农业

机械设计者在设计时不断地进行科

技创新。

（二）高精度 GPS系统的应用。

在实际的农业机械工程之中，应用
机电一体化系统时，主要借助高精

度 GPS系统。该系统的原理是采用

GPS差分技术、传感器技术和超声技

术，将农田的三维立体图和机器的
三维坐标值等细节资料，运用电脑

资讯软件，将农场的三维立体影像，

及其他资料，呈现在农场机器的虚
拟仪器上。而且高精度 GPS在大规

模农田中普遍使用，特别是当农田

中存在着多台农业机械混播时高精

密 GPS 定位技术的重要性凸显出

来，能够对农田工作人员进行高效

的野外管理，从而整体上提升农田

生产的生产效率。

（三）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现

阶段，伴随着电子和信息化的迅猛

发展，农业机械工程正向着机械化

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农业机械工程

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正在得到越来越
多的应用。为了让农民能够更好地

阅读数据，对电子信息技术进行了

充分的运用，对农业机械的工作机

理和基础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以此来熟悉农业机械的自动驾驶，

提升农业机械的工程生产效率和生

产力。并且，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可
以使农业作业者了解到最先进的农

业机械科技，使农业机械装备的运

行更加标准化，还能对其进行实时

的数据记录和对其维护记录的注
意，从而使农业的生产效率得到极

大地提升。

（四）虚拟技术的应用。对于机
电一体化系统来说，虚拟技术需要

多媒体技术、计算机地图技术、图像

模式识别技术和感知技术等技术的

支持，根据使用者的具体需求，建立

一个 3D环境。在农业机械领域中运

用这种方法，可以对农业机械进行

动力学建模，从而能够对农业机械

进行整体的 3D建模，从而能够对农

业机械进行全方位地建模，从而能

够充分地展现农业机械的形态和全

部的实体构造。从实质上讲，虚拟技

术也是一种综合技术，把这种技术
运用到农业机械项目中，可以根据

农业机械的实际运动轨迹以及农业

机械的特定特点，建立相关的几何

模型、运动模型和物理模型，从而在

初始的设计阶段对农业机械进行最

优的优化。另外，借助虚拟技术的运

用，还可以让农业机械的构造更为
直观地展现在使用者面前，从而让

使用者对农业机械有一个完整的认

识，并且还可以将农业机械的操作

情景展现在使用者面前，将紧急情
况下的急救技能传递给使用者，从

而使农业机械在操作过程中出现故

障造成的不良后果得到最大程度地
缓解，从而保证农业机械的安全性

和稳定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机电一体化系

统在农业机械工程中的大范围应

用，造福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与质量，可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提高农民的收入，更好地实现造福

于民的目标。

向希佩诗词三首
■向希佩（广东）

游大宁河后记（新韵）
扁舟穿蔓隙，小径入桃源。

石道展新迹，竹楼存故颜。

溪幽童子闹，山静鸟声喧。

一曲宁河水，源源情意绵。

郊游（新韵）
郊游寻胜处，踏翠入芳林。

云气浮山岫，花香沁客襟。

深潭人影照，白鹭岸边亲。

此去真堪乐，何须问古今。

泰山笔会前有怀（新韵）
梦萦东岳顶，翘首待登临。

观日千重越，摩崖万里寻。

松风传古曲，石径隐仙音。

愿起凌霄步，高吟多一人。

注：观日，代指观日峰。

夏天，下河游泳不可避免，特

别是未成年人，由于游泳技能、对

风险认知等原因，会出现危险，或

伤亡案件，令人痛惜，现以未成年
学生溺水伤亡一案，探讨溺水伤

亡案件发生后各方的责任承担，

这也是民法典施行后的案例。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23年 6月 29日，张大哥、

李大姐的儿子张小杰（十三周

岁），和其要好的小朋友王新宇
（十二周岁）、苏红波（十三周岁）相

约到离家二里地的河内玩耍，由王

新宇骑电单车带着张小杰、苏红波

一起去的，当三人游到深水区时，

发生了危险，王新宇、苏红波经他
人相救，脱离生命危险，但张大哥、

李大姐的儿子张小杰没有被救出，

不幸溺水伤亡，张大哥、李大姐悲
痛万分，将该河段的主管单位水闸

所、张小杰所在的学校和王新宇、

苏红波的父母起诉至法院，认为水

闸所作为河段的管理单位，在管理
和安全保障措施方面存在明显的

过错，学校也没有告知孩子不上学

的原因，存在一定过错，王新宇、苏

红波的家长疏于对孩子的教育、管

理和约束，未尽到监护责任，主观

上有过错，三方被告均应对张小杰

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要求

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

金等共计 20万元。

二、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张小杰溺水伤

亡，实在令人深感惋惜，但由于涉

案河段为行洪输水的开放式河道，

不是向公众提供服务或以公众为对

象进行服务的商业性经营场所，河

道管理部门的职责是保障水流畅

通、维护河堤稳固、水利设施正常使

用等职责，河道的管理部门没有法
定的义务来保证下河游泳者的人身

安全，且本案河道管理部门在事故

发生处设有防护栏，附近又有多处
警示标志，河道管理部门已尽到基

本的安全提醒和警示义务，张小杰

溺水伤亡与河道管理部门没有法律

上的因果关系。本案张小杰溺水伤
亡时段不是在校期间，事故发生，张

小杰已经离校，且张小杰的父母已

知情，张小杰离校期间和他人相约

下河游泳，发生意外，溺水伤亡，已

不属于学校的管理职责范围内，所

以，学校对张小杰的溺水伤亡也不

存在管理上的过错，依法不应承担

赔偿责任。王新宇、苏红波的父母，

无论是否存在对自己孩子教育管理

的过错，但均不是张小杰溺水伤亡

的原因，对张小杰的溺水伤亡，也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张小杰的父母未

尽到对其孩子的监护责任，是悲剧

事故发生的原因，对张小杰的溺水

伤亡应当承担责任。

一审判决驳回了张小杰父母的

诉讼请求，上诉后，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三、法律分析和解读
要求各方承担责任的原则是过

错责任原则，各方是否应该承担责
任不仅要看各方是否有过错，还要

看事故后果与过错是否具有因果关

系。

于 2021年 1月 1日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第一

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全国人民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指导人们

行为规范的重要法律依据。《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

馆、娱乐场所等经营性场所、公共场

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

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根

据该规定，承担法定安全保障义务

的，仅限于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河道不

是公共场所，这在水利部门的文件

中有明确批复，《河道管理条例》也
规定了，河道其功能是行洪输水，不

是供行人使用的通道，河道管理部

门的工作是为了保障河道行洪输水
的安全通畅，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

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的义

务。结合本案，涉案河道是开放式河

道，不是公共场所，河道管理部门没
有法定的保障他人下河游泳免受损

害的法定职责，张小杰的溺水伤亡

与河道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没有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由于张小杰在离校期间和他人

相约下河游泳，发生意外，溺水伤

亡，所以，张小杰的溺水伤亡与学校

的教育、管理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
系，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王新宇、

苏红波的父母，无论是否存在对自

己孩子教育管理的过错，均对张小
杰的溺水伤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

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案件思考
1、未成年人溺水伤亡的悲剧事

故时有发生，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

和暑假期间，张小杰溺水伤亡事故

仅是众多悲剧事故中的一个，未成

年人溺水伤亡令人惋惜，但要求事

故各方承担赔偿责任是需要有明确

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由于未

成年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

就要求家长作为监护人，一定要加

强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监管，远

离危险境地。

2、教育部门加强对在校学生的

教育和管理，加大宣传力度，开展防

溺水等危险行为的宣传活动。

3、水利部门加强对河道管理，

加大对水利设施的监管、防护和维

护，尽可能、多设置防护措施和警示

标志，同时也要加大宣传力度。

4、未成年人不仅是每个家庭的

未来，更是祖国的未来，社会的希

望，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仅

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也是学校、社会

的共同责任，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必

须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关注，做

好教育、监管和防范，才能避免悲剧

的重演。
（文章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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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 张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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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小麦种植已有很长的

历史，在种植实践中，许多农民还坚

持着过去的种植观念，盲目地加大

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导致了土地的

硬化和酸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影响

了生态环境，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

阐述了绿色小麦种植技术及其田间

管理的推广重要性，并对其推广策

略进行了探讨。

一、绿色小麦种植技术及其田
间管理的推广重要性
（一）有助于提高产业效益

大力发展绿色小麦种植技术与

田间管理是提高我国粮食种植率的

关键。通过技术手段的普及，能够有

效地提高农业种植效率，为农民带

来更多的收益和更大的经济效益。

面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大力发

展绿色小麦种植技术，有利于推动

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提高农民的

生活水平。

（二）有助于稳定当地粮仓

应用绿色种植技术可以提高农

民的经济效益，保证全国和当地的

粮食安全，持续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该技术的普及，可以提高我国的粮

食种植质量与农民收入，推进农业

与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小麦种植技术及其田
间管理的推广策略
（一）建立技术推广新媒体平台

建立新型技术推广平台，对推进绿

色小麦种植和田间管理具有重要意

义。运用新媒体的优势，不仅可以转

变传统的宣传方法，还可以在网上

进行宣传工作。根据本地农民在小

麦种植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采取

针对性的推广方案，通过视频与图

片等方式进行宣传，从而提升宣传

效果。例如，在种子加工技术的普及

过程中，由推广者亲身示范筛选、消

毒等各个环节的要点，增强宣传的

效果。有关部门通过举办专题直播，

或是与助农主播一起开展现场直

播，让广大农民能够更好地理解技

术推广的内容，从而顺应新媒体的

发展潮流。

（二）建立绿色种植技术示范基

地

建立绿色种植技术示范基地，

使农民对绿色种植的收益有一个更

为直观的认识。包括先进的技术、设

备等，充分发挥绿色种植技术优越

性。例如，示范基地可以选择农村地

区，把试验区与空白区结合起来。在

试验区，通过对各类绿色种植技术

的示范，让农民进行实践与学习。而

在空白区，则可以与常规的种植方

式进行对比，使农民能更直接地了

解这种植方式的优越性。除实地演

示外，该示范基地还可以组织农民

参加培训班，着重介绍绿色种植技

术，并向农民发放书面教材，供农民

学习借鉴。通过这种方式，农民既能

从示范基地学到知识，又能在家中

对所学的技能的研究与应用。同时，

该项目还为农民提供了良好的交流

平台。在此，农民可以相互交流关于

绿色种植的经验与知识，相互借鉴，

促进绿色种植的发展与应用。

（三）与专业合作社进行积极

合作

要想提高我国的绿色小麦种植

技术水平，就必须与专业合作社进

行合作。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

的农业组织，在我国的发展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与各专业合

作社的合作专业合作社可发挥其的

影响力，促进绿色种植技术的推广

与运用。例如，某地方专业合作社，

在本地具有很强的号召力。由专业

合作社带头推广，引导一批农民采

用绿色小麦种植技术，并对该技术

获得一定成效后，引导其

他农民主动加入绿色种

植中，促进了绿色小麦种

植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推

动了农业种植朝着更环保、可持续

的方向发展。除发挥合作社的主导

作用之外，有关部门还应对专业合

作社进行政策支持，例如，在购买种

子等方面给予扶持。通过这种方式，

提高农民对绿色种植技术的接受程

度，促进了绿色种植技术的进一步

普及。

结论
总之，绿色小麦的种植技术和

田间管理推广策略，对于我国的农

业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它是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一项重大举措。通过对绿色小

麦田间管理的技术要点分析，可以

及时发现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及时

进行改进与完善。有关部门应加强

对绿色小麦的种植技术及田间管理

的推广，拓大绿色小麦的种植规模，

提升绿色小麦的种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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