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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好风景，田间地头话丰收。

当下正值秋收农忙季，河南农机云平台

迎来用户活跃期。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

院大数据研究所所长冯云鹤更忙碌了。

作为首个覆盖全省的农业全程机械化

云管理服务平台，于2022年“三夏”期间上

线的河南农机云平台，基于“农机物联网+

信息化技术”，结合大数据分析、计算等，能

够使农机与人在“云”端集结，既可为农户和

机手牵线搭桥，实现“滴滴打机”，又能助力

政府部门完成对多种作业类型的补贴监管，

为优化农机监管体系提供数据支持。

平台牵头研发者冯云鹤，是一名老农机

人。2005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中国一拖，

从事拖拉机加工制造技术文件制定、车间生

产管理及数控加工技术培训工作，曾获得集

团公司“青年岗位创新创效能手”称号、科学

技术进步三等奖及创新创效项目三等奖等。

从管理实体农机生产下线，到推动农机

上“云”用“数”，在“由实入虚”的升级过程中，

冯云鹤把对信息化工作的热爱挥洒在了无数

个日夜。他从负责企业ERP系统日常数据

更新维护等具体业务做起，而后作为国家农

机装备创新中心核心成员，牵头启动农机大

数据信息化平台建设，具体负责农机大数据

服务器搭建，以及利用服务器集群、负载均衡

的微服务架构，解决大量数据并发接入问题。

在平台研发过程中，冯云鹤与团队刻苦

攻关，成功解决多项难题，推动河南农机云

平台及时落地。

由于终端设备最初是在农机出厂后安

装，他们要说服农户安装使用、采集数据，就

得到田间地头当好“推销员”。由于用户使

用时不明白具体操作，需要随时咨询，冯云

鹤和同事们把联系方式放在云平台对应的

手机软件里，轮流当起了客服。炎炎夏日，

他带领团队南下广西，在甘蔗田里与蔗农打

交道；数九寒天，他冒着严寒前往北大荒。

在农忙高峰期，“上班写代码，下班当客服”

的“连轴转”是大家的生活常态。

在一次次奔波和升级中，河南农机云平

台上的农机数量从几千台上升到几万台，再

到10万台，如今已突破36万台大关；“云”

上累计作业面积达1384万亩，作业记录

18.2万条；累计用户量已超过9万名且在持

续增长，其中实名用户超过3万名，接入合

作社及服务中心3000余家。

相关数据飞速增加，平台功能也从最初

的仅能识别发动机数据和农机定位，增加到

如今的农机在线管理、调度服务、作业补贴

监管、社会化服务等。此外，通过多次后台

升级，农机云平台数据写入导出越发流畅，

当前已具备百万级数据处理能力。

空闲时，冯云鹤总喜欢打开位于国家农

机装备创新中心的数据后台，地图上星星点

点，每台农机的信息一清二楚：这边一辆由

中国一拖制造的大马力拖拉机已抵达湖北

荆州石首市新场镇三元沟村，工作了86.25

个小时；那边一辆中轮拖在福建省漳州市漳

浦县杜浔镇北坂村运转多日，整体里程超过

2万公里……一个光点就是一台运转的农

机，一次闪烁就意味着一场丰收。

最令冯云鹤高兴的是，就在本月，河南

农机云平台成功上线合作社管理、政务管理

等功能，这意味着该平台已实现农户、农机

手、合作社、政府的全链条调度管理，初步形

成“互联网+共享+农业装备”的跨界协同创

新体系，为依托先进农机产业推进乡村振兴

进一步提供数据支撑。

此外，由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研发

的一朵朵“云”还飘出河南，飘向全国，让越

来越多的农机登上“云端”，使得农业生产科

技含量越来越高，管理更智能，监管更精准。

在冯云鹤眼中，“云”上风景独好，这里

有风吹麦浪的喜悦，有稻谷飘香的满足，有

菌类装袋的充实，有烘干谷物的收获……

“作为一名农机人，希望在‘云’上见证更多

祖国丰收的美好场景！”冯云鹤骄傲地说。

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大数据研究所所长冯云鹤——

“云”上“丰”景见证人

□洛报融媒记者 李晓楠

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即将到来，近日，

市民王雨枫（笔名）在QQ音乐平台发布了一首原

创歌曲《客家人》，用歌声向全世界传递洛阳与客

家人之间跨越千年的深厚情谊。

王雨枫是一名“70后”，原本他对客家人并不

了解。2023年，当他得知世客会将在洛阳举办的

消息后，出于好奇，他开始在网上探索。

这一搜寻，不仅让王雨枫了解了洛阳与客家

人的历史渊源，还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一次偶

然的机会，王雨枫读到了好友孙先生为客家人写

的诗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故土的眷恋与对未

来的期盼，深深地打动了他。“我想让更多人通过

歌曲的形式来感受这份情感。”于是，一个想法在

他的脑海中油然而生——为这首诗谱曲。

在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后，王雨枫找到了他的

老朋友姚煜，两个人一拍即合，给诗歌配上了动

人的旋律。为了确保歌曲的质量，王雨枫还前

往郑州的专业录音棚完成了录音工作，并将这

首歌曲上传至QQ音乐等多个在线平台，让更

多的听众能够欣赏到这份来自洛阳的心声。“短

短一周时间就有上万播放量，太令我意外了！”

他激动地说。

其实，《客家人》并非王雨枫的初次尝试。从

小热爱音乐的他，在2023年的一次灵光一闪中，

将自己在郑州求学期间的回忆编成了一首名为

《走过花园路》的怀旧歌曲。

这首歌不仅记录了王雨枫的青春岁月，也

成为他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

后，他签约成为“腾讯音乐人”，开启了自己的音

乐旅程。迄今为止，他参与创作了 30余首歌

曲，其中大多都是他对生活感悟的真实写照，包

括歌颂家乡、赞美祖国的作品，如《栾川》《最早

的中国》等。

除了创作歌曲，王雨枫还通过网络结识了一

群“互联网知音”，“知音”们也会将自己创作的歌

词发给他，邀请他帮忙谱曲并演唱。如今，为了提

高效率，他甚至学会了运用AI技术辅助作词、作

曲。“虽然AI在歌词创作上还有进步空间，但在作

曲方面表现不俗。”他说。

展望未来，王雨枫希望这首《客家人》能够

成为连接洛阳与世界各地客家人的一座桥梁，

让更多人通过音乐了解洛阳的历史文化和现代

风貌，吸引更多客家人前来洛阳寻根问祖、投

资兴业，共同推动洛阳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的发

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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