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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家的土地交给农垦种，靠
谱吗？”

“农垦种地果然大不一样，种了一辈
子地，也没有这么高的产量，明年还把地
交给他们种。”

仅过去一年，家住黑龙江省北安市赵
光村的李春梅，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过
去她们种大豆，一垧地才收 4500 多斤，去
年采用赵光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科技服务
中心提供的全程托管社会化服务，一垧地
的产量达到6000斤。

大马力农业机械开展标准化作业，农
垦多年来积累的种植技术、种植模式全面
推广开来，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农垦与地
方开启了一场“双向奔赴”。2021年起，北
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北安分公司（以下
简称“北安分公司”）与北安市携手，以农
业社会化服务为切入点，充分发挥农垦作
为“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地方

“种好地”“多打粮”，在更深领域和更大范
围盘活资源、人才、资本等各类要素，在加
速推进垦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履行
农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使命担当。

农垦种地好在哪儿——

“北安模式”让种地更专业、
更简单

北安分公司的社会化服务团队种地，
究竟好在哪儿？

对比一看，李春梅用的农机是90马力
的“小四轮”，起的是 65厘米宽的小垄，而
农垦的团队用的都是几百马力的大农机，
起的是 1.1 米宽的大垄。“有了大机械，农
垦整地就是比我们强。我们村里打完除
草剂，后期地里还是会长草，但是农垦作
业完，地里就不长杂草。”李春梅说。

谈起农业生产，赵光农场农服中心副
主任陈俊伟信心十足：“事实上，我们种地
采用的是一套集成的技术体系，背后有很
多细节，此前农民并不知晓。”

以1.1米宽的大垄为例，与小垄相比，
土壤更加细碎，更有利于集水保墒，还采用
了北安分公司研发出的“分层定位定量施
肥”技术，在苗带里侧和外侧不同深度施
肥。此外，通过对整地的农机具进行升级
改装，在离地35厘米的地方形成一个洞，以
便储存水分。农垦科学夏管都是“三防四
促”，农民种地往往只打一两遍药。

在长期发展现代农业的实践中，北安
分公司探索出了一整套农业经营管理模
式。“北安模式”以“大农场统筹小农场、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为基础，通
过建立健全农业经营服务体系和农业生
产科技体系，做到生产管理标准化、经营
服务模式化，并通过全面开展技术服务和
稳步推进土地托管，加速农业经营方式的
转型升级。

其中，农业生产科技体系将各农场多
年来积累的适合本地区的优质高产栽培
技术和管理经验固化下来，形成“一松两
趟三防四促”等核心农艺措施，规范了农
机管理和更新制度，良种良法配套、农机
农艺结合。以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和农机作业标准化技术规程为主的生产
科技体系，全力提升了农业的良种化、机
械化、科技化、数字化、标准化水平。

农业经营服务体系则明确了农场有限
公司、管理区、农业科技服务中心、职工家
庭农场、农机组织和区域农服中心等不同
主体的关系，规定各自的岗位职责、工作权
限和任务目标，规范生产经营管理各项工
作标准，并完善相应奖励激励机制和考评
指标体系，使得各主体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确保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有效落实。

“‘北安模式’的核心是构建新型统分
结合的经营服务体系，将规模家庭农场作
为纽带，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
业种植水平全面提升。”北安分公司农业
发展部总经理迟宏伟说，“我们社会化服
务是将‘北安模式’平移到地方，将保护性
耕作、测土配方施肥、分层定位定量施肥
等措施应用到垦地托管地块，将北大荒先
进的种植模式、管理方式和监管措施等成
功经验平移复制到乡镇村屯，从而实现粮
食增产、农民增收。”

垦地合作怎样推进——

以党建为切入点，深度融合
是关键

农垦和地方开展合作，具体应怎样推
进？北安区域农服总经理吴殿勇介绍，

“融合”是关键。“要把‘我’变成‘我们’，双
方形成共识，共同发力，再将社会化服务
的具体措施落实到位。”

双方将党的建设作为融合的重要抓
手。多年来，北安分公司与北安市围绕垦
地党建引领，不断推动组织上“融入”、工

作上“融合”、服务上“融通”，打造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深度融合的垦地党建共建
模式。

2021 年，北安分公司与北安市签订
了《垦地合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框架协
议》，率先成立黑龙江省首家北大荒区域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去年初，双方在该
协议的基础上，全力构建“1+7”垦地高质
量发展合作模式，成立了北安市委和分
公司党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专班，
推行阵地共建、民生共管、产业共育等共
建模式，创新实施“薪火传承”“先锋示
范”“党群连心”三项工程，将双方党组织
的力量凝聚起来，齐心协力做好垦地高
质量发展大文章。

领导层面达成共识，基层工作开展起
来如鱼得水。长水河农场有限公司6个管
理区党支部、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党支部同
二井镇 7个党支部结成共建共联对子，全
面开展“组织联建、教育联培、人才联育、
发展联动、活动联办”的“五联共建”工作
机制，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
能和服务功能，为垦地融合发展筑牢坚实
的组织基础。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一起开展
支部活动，商讨发展路径，合作开展技术
培训，还共同编排文艺节目。时间久了，
就像一家人一样，有话坐在一起唠，有事
共同去开展，一些工作矛盾也都化解在日
常。”长水河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科技服务
中心主任王祥义表示。

怎样种好地——

把技术教给农民，让农民种
农民的地

一年来，在全程跟踪了农垦种地的每
一个环节后，李春梅表示，自己学到了很
多种地的知识，她家还有 100 多亩零碎的
田地，农垦种地的方法、使用的品种、农
药、肥料，正好能用上。

“带着农民干”，北安分公司和北安市
开展的社会化服务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
尽致。

农垦的人员、机械主要用来耕种自己
的地，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地块，在地方要
充分发挥现有农机合作社的作用，逐步培
养一批职业农民队伍，农民的地要交给他
们来服务。

陈俊伟告诉记者：“在北安市，很多农
民也是种地的能手。农垦种地依靠的是
一系列具体的指标，有些农民有自己的

‘土办法’，也值得我们学习。不少农民手
里也有大型农机，我们通过培训，让农民
的农机作业能够达到农垦的标准，盘活这
些资源。在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全过程，农
民可以随时监督每个环节，农垦成熟的技
术也由此推广开来。”

去年，在长水河农场的帮助下，二井
镇打造了“一村两带七个示范方”，以及一
批示范核心区，向农民展示了良田、良种、
良法与良机深度融合的种植模式。示范
核心区对标农场农业生产经营标准，托管
地块大豆亩产 473 斤，超过历年平均水平
120斤。

二井镇宇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王福贵已经尝到了甜头。去年，长水
河农场选派专业技术人员驻村。当时，他
已买好了氯化钾肥料，技术人员却告诉
他，氯化钾在田里可能会产生氯气，影响
大豆生长，应替换成硫酸钾。使用钼酸铵
拌种，将根瘤菌喷淋在土壤里，而不是拌
在种子里，能够有效提高大豆中的蛋白质
含量。

王福贵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下种地
的成本可要增加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按
照技术人员的指导去做了。到秋收时，采
用新技术的地块，大豆、玉米平均亩产达
到 410 斤、1600 斤，小投入、大产出，让王
福贵乐得合不拢嘴。

“最重要的是通过不断交流合作，推
动农民观念的转变，从过去低投入、粗放
管理，转变为较高投入、精细化管理、高产
出的种植方式。”王祥义总结道。

今年备春耕时，王福贵购置了北安
分公司的智能精量喷淋装置，他要将根
瘤菌喷淋技术应用到更多地块。在农业
科技上始终走在前列，也是北安分公司
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底气。近两年，北安
分公司持续强化“三位一体”科技研发推
广体系，围绕产能提升、提质增效和绿色
发展等重点方向，在农艺、农机、管理服
务等重点领域广泛开展研究探索和展示
示范。去年，北安分公司 15 个农业科技
园区以品种更新、肥料施用、生长调控、
栽培模式为重点，结合农业“三减”“六个
替代”等要求，开展试验研究项目 350
项。自主研发的智能精量喷淋装置、中
耕机开沟碎土装置等 6项科研成果，成功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北大荒北安分公司联手北安市

如何实现农垦与地方的“双向奔赴”

图为北大荒北安分公司农业技术人员正在检查托管地块大豆播种质量。任忠良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近日，由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组织
的中国农垦展团亮相 2024 年世界食品（深
圳）博览会，来自黑龙江、北京、内蒙古、广
西、辽宁等垦区的 30 家企业携近 300 款农
垦优质品牌产品参展，涵盖粮油、乳业、肉
类、茶饮、水果等多个品类，面向全球采购
商展现农垦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
业的发展优势以及“良品生活 源自农垦”
的品牌形象。

中国农垦展区以“打造农业领域航母
引领中国现代农业”为主题，突出展示了北

大荒农垦集团、首农食品集团、呼伦贝尔农
垦集团、广西农垦集团等现代农垦大企业形
象，以及北大荒完达山乳业、北京二商京华
茶业、广西农垦金光农场、辽宁东港五四农
场等国有农场特色产业和优质产品。农垦
品牌矩阵以中国农垦公共品牌为核心，首农
等10个垦区公共品牌、建三江等6个区域性
垦区公共品牌、大明山等 155 个企业品牌、
苍茫谣等 250个产品品牌共同组成，展现了
农垦在现代企业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和产品
品牌化等方面的成就。

展会期间举办的“携手共进 链动未
来——2024 年世界食品（深圳）博览会中国

农垦展区推介专场”上，集中推介北大荒大
米、九三大豆油、三元牛奶、垦小脆木瓜酱
菜、颐和贡胭脂红米等一批优质特色产品，
获得大量采购商和消费者的关注。北京一
亩田等农产品电商平台，厦门夏商供应链、
海南浙商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等批发商的代
表与农垦企业进行了精准匹配，实现了一
对一采购洽谈。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还
联合博览会主办方举办了农垦采配专场对
接活动，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二商
京华茶业有限公司、广西农垦立新农场有
限公司、朝阳农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
垦国际进出口贸易集团等 11家农垦采购商

与美亚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等 30家供应商进
行了对接，以推动农垦企业更好发挥城市
保供作用。

据了解，农垦经过 80多年的发展，已成
为分布在全国 31 个省份、拥有 35 个垦区、
1787 个国有农场、1412.2 万人口、703.89 万
公顷耕地、5408 个国有企业的社会经济系
统。2022 年，农垦粮食产量达 769.72 亿斤，
占全国的 5.6%，生产总值 9554.95 亿元，为
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
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农垦大力推进
品牌建设，农垦品牌正成为中国现代农业
的“国家队名片”。

中国农垦展团首次亮相世界食品（深圳）博览会

□□杜新民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十
四团金杨镇的种植基地里，一排排蓝莓盆栽
整齐地摆放在地上，枝头的果实已经成熟，
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诱人。工人们穿梭其
间，忙着采摘新鲜的蓝莓。

这是第一师阿拉尔市大力发展特色水
果种植，不断优化“甜蜜”产业的缩影。通过
发展设施农业、引进先进生产技术、采用科
学的管理方式，各类来自南方的水果在沙漠
中安了家，一年四季都能出产新鲜的水果。

蓝莓种植基地是十四团金杨镇与青岛

鲁宏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阿拉尔
市海沃智慧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打造
的。蓝莓素有“水果皇后”之称，对种植条件
有着较高要求，为了让它能在阿拉尔市扎
根，公司采取了多项措施。

打造 10 个设施农业大棚，安装多通道
施肥机、营养液配置罐、高压弥雾机、环境数
据收集处理器、墒情数据收集处理器等设
施。物联网系统可以精准检测到棚内温度、
湿度，一旦有偏差，数据采集器就及时上传
到平台，工作人员可通过手机调整施肥、浇
水频率，控制棚内的环境。

采用盆栽的方式，每个盆内都布设了自

动注水系统，采用总公司的“配方”，可以减
轻水中的盐碱程度，为蓝莓生长创造条件。

“这里日照时间长，为蓝莓果上色和增加
甜度提供了有利条件，今年成熟的果子品相和
口感都很不错。”公司技术总监胡洪菲高兴地
说，“目前产出的是第一茬果，每天可采摘500
公斤，到了高峰期，每天可采摘1.5~2吨左右，
效益就更加可观。”据了解，蓝莓基地今年预计
可产蓝莓15吨左右，明年可以达到45吨。

在位于十团昌安镇的阿拉尔市锦绣家
园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26个大棚的樱
桃进入丰产期，一颗颗“红钻石”镶嵌在绿叶
中，果香四溢。

合作社理事长寇晓燕说：“今年樱桃亩产
可以达到400公斤，一棵树可以采摘15公斤。
目前，已经有很多外地客商前来洽谈合作。”

为实现错峰成熟，基地内栽植了“美早”
“红灯”“砂蜜豆”等多个品种，经过 6年的管
护，樱桃树从去年开始挂果，今年进入丰产
期。鲜嫩的水果不仅实现了“南果北种”，也
让沙漠边缘的群众在树下尝到了鲜。

前来游玩的阿拉尔市市民左昌素说：“过
去，我们吃的樱桃都是从外地运来的。没想
到，现在自己家门口也种上了樱桃树。我什
么时候想吃樱桃，可以来这里现摘现吃。”

多年来，第一师阿拉尔市在做好香梨、
苹果、杏等主打品种的同时，还通过招商引
资引进西梅、杏李、樱桃、百香果等一批特色
林果，这些特色水果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目前，第一师阿拉尔市林果业种
植面积达到104万亩，年产果品200万吨，总
产值达170亿元，果农人均收入近5万元。

新疆兵团第一师

“南果北种”丰富沙漠“大果盘”

□□ 陈飞

和煦的微风拂过江苏省农垦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以下简称

“南通分公司”）的麦田，层层绿浪翻滚，
一片生机盎然。十年前，这里还是数百
块小而散的“巴掌田”，土质差、交通不
便，无灌排配套设施，农作物产量低。

改变要从 2013 年说起。据南通分
公司农业中心主任赵中华介绍，当时，
由于地方开发建设，南通分公司大部分
土地移交地方政府，种植面积从 2 万多
亩锐减至 4000多亩，面临着“无田可种”
的困境。

南通分公司抓住南通开发区农业产
业规划建设机遇，积极对接洽谈，大力拓
展农业外拓基地。2013 年 6 月，南通分
公司与南通开发区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
签订《土地耕种承包合同》，计划流转面
积 1 万亩，为公司做大做强和可持续发
展拓展了空间。

“认准目标，说干就干！我们要抓好
农业生产，将这里打造成南通市的高质
高效高产示范样板，打响苏垦农发品
牌。”南通分公司迅速成立万亩良田生产
区，后调整为大安村、竹东村两个农业生
产大队，委派经验丰富、懂技术、懂管理
的队长，选优配齐农技人员。

南通分公司大力开展耕地集中连片

整治，推进耕地恢复、农田水利建设、高
标准农田建设，疏通水系，新建、完善电
泵站、灌溉渠、排水沟、田间道路等各类
基础设施，10 年累计投资 1072 万元，昔
日的分散小田被改造成了整齐划一、集
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

“以前很多地方农机都没办法下田，
只能请人工耕种，费用高不说，效率还特
别低；建成高标准农田后，种、收、烘干等
过程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既解放了劳动
力，又提高了粮食产量。”大安村队长袁
辉表示，分公司持续通过秸秆还田、休耕
等方式改良土壤、提高肥力，每亩减少人
工及化肥农药成本 200元。过去这块地
只能种植大豆、小麦等旱作作物，如今已
实现稻、麦水旱轮作。

南通分公司积极构建全产业链一
体化经营、全农服务、全程质量追溯“三
全”发展体系，引进“扬麦”系列、“南粳
46”“沣油 737”等优质稻麦油品种，发
挥公司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专业
化、标准化、组织化等优势，狠抓田间
管理，实现粮食产量稳步提升，从最初
的亩产大豆 200 斤、小麦 650 斤，到去年
亩产小麦 1030 斤、水稻 1170 斤，亩均增
收近千元。

10 年来，这万亩良田累计生产稻谷
15676 吨、大小麦 11336 吨、油菜 251 吨，
已成为南通市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江苏农垦南通分公司

精耕外拓基地 打造万亩良田

□□ 邓钰 李骁可

日前，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集团”）在海南省
文昌市举行垦区标准化自营基地运营管
理现场交流会，围绕基地管理模式、产品
标准、渠道搭建、科技研发、品牌建设等
方面交流经验，以“一场一品”为抓手，统
筹推进垦区标准化自营基地建设，推动
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海垦集团依托遍布海南省
18 个市县的土地资源，结合自身组织
化、规模化优势，已建设荔枝、绿橙、红
橙等 10 余种主要品类的规模化自营

基地。
海垦集团在种植端加快特色、优

质、高效的优势品种产业化开发，制
定、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做好田头预
选、预冷包装等环节，推进非标准品转
化为标准品，构建起海南农垦优质产
品种植网络。

同时，海垦集团发力销售端，在多
平台打造官方线上商城，并在线下建设
海南农垦产品体验馆，完善购、销、展示
渠道和平台，推出一批市场辨识度高、
美誉度佳的特色产品和品牌，扩大农垦
在海南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中的
影响力。

海垦集团

统筹推进垦区标准化自营基地建设

□□ 赵长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日前，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宜里
农牧场分公司（以下简称“宜里分公司”）
的耕地上机声隆隆，来自呼伦贝尔农垦
大兴安岭农垦集团全资子公司兴禾农牧
业服务公司的约翰迪尔拖拉机，牵引着
进口的豪狮气吹式免耕播种机，缓慢地
驶过广袤的田野，铁犁破开沉睡了一冬
的黑土地，播种机利用空气压力，将一粒
粒金黄的麦种均匀地“吹”入土壤，一幅
破土开犁的精彩画卷正从南到北在大地
上徐徐展开。

“宜里分公司严把质量关，从播种前
的整地工作，到统一采购小麦良种、化
肥、农药，到麦种发芽实验和肥料科学配
比，再到安排大型播种机进行春播，各项
工作紧密衔接，为实现粮食丰产丰收开
了个好头。”宜里分公司第六连队党支部

书记、队长李亚生说。
大兴安岭农垦集团地处北纬 50 度

高寒地区，全年气温低、无霜期短，共
拥有耕地面积 128.5 万亩，统管面积
42.5 万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
大型播种机作业。今年，兴禾农牧业
服务公司签订“订单”式作业 14 万亩，
将良种良法、土地托管、订单种植、全
程机械化等技术模式融为一体，为大
兴安岭农垦集团全年农业丰产丰收保
驾护航。

今年，大兴安岭农垦集团通过合理
调整种植计划，优化产业结构，预计播种
小麦 6648.9 亩、大豆 92.2 万亩、玉米 35
万亩。

“按照农业部门实地勘测，4月份，宜
里分公司土壤墒情已达到最佳播种标
准。如今，各项春耕春管工作已有序开
展。”大兴安岭农垦集团农牧科技部副部
长秦世宝介绍道。

大兴安岭农垦集团

北纬50度破土开犁

眼下，正值甘蔗田间管理的时节。连日来，广西糖业集团的蔗田里，各类农机装
备大显身手。各制糖公司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理，为甘蔗增产丰收打下基础。图为
广西糖业集团红河制糖公司组织技术人员、蔗农开展培土施肥。

江玮 覃泽锥 摄

广西糖业集团

紧抓甘蔗田间管理

农垦“两大行动”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