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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争日，夏争时。眼下，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日，全
国已收获冬小麦面积1.26亿亩，收获进度37.27%。各地正积极组织应对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力以赴夺取夏
粮丰收。山东莒南紧盯农时不放，做好小麦蜡熟期科学管理；河北邢台组织农技人员成立小麦测产小组，对小麦长
势、亩穗数、穗粒数等开展调查；新疆喀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精准技术指导。各地繁忙的景象
让人们不禁期待夏粮丰收时刻的到来。

近日，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麦田实施测产，预计全区37.5万亩小麦喜获丰收，总产量有望达到21
万吨，平均亩产560公斤。为确保夏粮丰产丰收，任泽区持续实施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大力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通过“技术+行政”双包联机制，合理安排肥水，做好“一喷三防”等工作。图为近日河北省邢
台市任泽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在麦田测产。 宋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眼下，新疆喀什地区 401.8 万亩冬小麦已进
入灌浆期，为确保今年小麦产量和质量双提升，
喀什地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
地头，为广大农户提供精准的技术指导。

近日，记者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托万喀勒格
热克村的一处高标准麦田里看到，成片的小麦长
势喜人，微风吹过，绿浪翻滚，一片丰收在望的喜
人景象。种植户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展夏季
除草作业。

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托万喀勒格热克村冬小
麦种植户努尔艾合买提·艾海提说：“我们家的小
麦地改成了高标准农田之后，浇水、打药等日常
管理更方便了，现在我家的冬小麦长势很不错，
预计产量能达到每亩500公斤以上。”

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副乡长木塔力甫·艾合买
提说：“我们乡有 2.6 万多亩冬小麦，现在小麦长

势较好，农民抓紧时间去杂、浇第三次水。我们
会派人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引导群众做好
小麦管理，为今年小麦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目前，喀什地区各县市抢抓农时浇灌麦黄水，
进行“一喷三防”作业，防范干热风和倒伏，全力以
赴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无人播种机、精量播种机、
膜下滴灌、无人机植保……随着新质生产力赋能
农业生产，加上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支招”，让
种植户对今年小麦丰产丰收充满了信心。

伽师县克孜勒博依镇副镇长王宝说：“通过
实时监测，农民们能够及时掌握土壤状况和作物
的生长情况，从而合理地安排灌溉和施肥等田间
管理措施。在运用智慧农业技术的小麦种植区
域，平均产量比传统种植方式高出25%以上。”

近年来，喀什地区把确保粮食安全作为首要
任务，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
导种植户做好冬小麦田间管理，农民种粮积极性
逐年提高，粮食供给和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新疆喀什

农技专家入田提供技术指导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田

炎炎夏日，在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大庙村的稻茬千亩小麦随风摆动，放
眼望去，金黄的麦子长势良好，整齐划一，犹
如铺在田间的金色地毯，等待收获的到来。

近日，高产优质小麦新品种“中麦
578”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现场观摩会在
江苏省徐州市召开。来自中国农业科学
院、徐州市地方政府、江苏省部分地区农
业主管、种子管理和技术推广部门、小麦
育种和栽培专家、种植大户和面业企业代
表等近百人参加会议。中国工程院院士、
扬州大学教授张洪程出席会议并讲话。

观摩会上，“中麦 578”的表现受到与
会代表和种粮大户的一致好评。“去年我
才开始种植，据说‘中麦 578’是一种优质
麦，而且是订单销售，我感觉对我们农民
来说是个好事情，就种了 400亩。”大庙村

种粮大户杨永奎介绍，种植“中麦 578”属
于机缘巧合，没想到今年收获满满。

杨永奎告诉记者，去年冬天前期冻害
比较严重，后期雨水多，小麦容易感染病虫
害。但是“中麦578”总体表现很好，基本上
没发生病虫害。“这几天准备收割，今年预
测亩产能到1300斤左右，我准备以后继续
用这个品种，并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也推
荐其他农民用这个品种。”杨永奎说。

据介绍，“中麦 578”是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棉花研究所针对优
质强筋品种产量偏低、适应性偏窄问题，
经过 20 年的探索和科研，通过分子标记
辅助选择等多种育种方法，采用阶梯式杂
交成功改造澳大利亚优质源，共同培育的
优质强筋高产新品种，也是第一个同时通
过黄淮南片和北片两个大区域国家审定
及新疆审定的品种。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

员何中虎介绍，“中麦578”有三大特点：一
是优质强筋品质稳定，强筋延展性好，适
宜生产优质饺子粉、面条粉。二是产量显
著提高，“中麦578”灌浆速率快，耐后期高
温，千粒重稳定在 50克左右，为高产稳产
品种。区域试验结果表明能增产5.1%，大
面积产量与高产品种“济麦 22”和“百农
207”相当。其中，2020年河南修武高产达
到每亩 841.5 公斤，创全国强筋麦高产纪
录。三是抗病抗逆广适，“中麦 578”冬季
抗寒性好、春季耐霜冻。同时，对于条锈
病、叶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以及黄花叶
病毒等均具有很好抗性。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简称全
国农技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6年
开始，全国农技中心连续 8年在黄淮小麦
主产区开展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其中，

“周麦 36”“西农 511”“百农 4199”“济麦
44”等四个参展品种入选了国家农作物优

良品种推广目录；“中麦 578”作为入选的
苗头品种，推广面积正在快速提升，为农
民实现小麦稳产丰产丰收提供了可靠途
径，有效推进了品种的更新换代。

“‘中麦 578’自 2019 年起连续 5 年参
加国家小麦新品核心展示，作为优质强筋
高产小麦品种，其推广区域和适应性居国
内优质小麦前列。”该负责人表示，从近几
年的展示示范与跟踪评价的结果来看，

“中麦578”成熟期较早，灌浆速度快，耐后
期高温能力强，稳产高产、品质优，产业化
发展势头迅猛。

会议期间，张洪程与专家们共同观摩
了“中麦578”在徐州稻茬田间的表现。张
洪程对“中麦 578”的优良特性进行了点
评，期望“中麦 578”为江苏省稻茬麦产业
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生产上继续扩大面
积，为国家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实
现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作出贡献。

“中麦578”，小麦新品种促单产提升的佼佼者

□□ 陈敏 孙翠蓉

2024 年，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种植小麦
54.18 万亩，作为农业大县，莒南县立足当前生
产实际，在“三夏”生产工作中，突出“紧、早、高、
实”四字方针，全力以赴确保夏粮丰收，为全年
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正值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莒南县统
筹上级资金300余万元开展小麦病虫害防控，落
实“一喷三防”全覆盖，实现防治面积100万余亩
次；做好“干热风”防范工作，对土壤墒情差的麦
田，在小麦灌浆初期浇水，满足小麦生长对水分
的需求；加强小麦穗期蚜虫的监测预警，及时组
织统防统治，确保小麦产量和品质。

同时，根据夏收季节的天气情况，搞好机械
调度，全力抓好小麦机收，确保夏粮由“丰收在
望”转化为“丰收在手”。关注天气搞好夏收统
筹。动态关注小麦成熟度和天气状况，做实做
细农机具调度检修、机手培训等工作，高效开展
跨区机收作业，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做好
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抢收兜底保障工作，确保
不落一个农户、不漏一块麦田，做到颗粒归仓。
抓好小麦烘干晾晒。坚持设备烘干和晾晒两手
抓，动员群众合理利用各类公共场所积极开展
晾晒，确保小麦不发生霉变萌芽。做好服务保
障。目前全县农机总动力达到73.77万千瓦，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 90.46%，其中小麦
达99.23%，有效保障夏收需求。同时，坚决打击

“麦霸机霸”等破坏正常夏收秩序的违法犯罪行
为，切实保障“三夏”生产有序开展。

2024年，莒南县聚焦粮食生产目标，稳步提
升秋粮面积，狠抓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

“五良”集成配套，大力落实种子包衣等关键技
术措施，加强跟踪调度，组织开展“百乡、千村、
万户”帮包服务，指导农民种足种满，种在高产
期。抓好县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粮食“指挥田”

“样板田”、农业农村局“示范田”，全力促进主要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在防灾减灾方面，坚持“实”字当先，落实落
细防灾减灾措施。莒南县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
时发布预警预报，科学制定农业防灾减灾应急预
案。加强病虫害监测，搞好统防统治、群防群
治。同时，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月”活动，通
过微信提示、下乡赶大集、悬挂条幅、发放安全宣
传材料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发放农机安全手册
1500多份，在重点位置悬挂宣传横幅26条，营造
了“三夏”期间重安全抓安全的良好舆论氛围。

据莒南县农业农村部门介绍，该县大部分
小麦适播期土壤墒情好，返青期到拔节期天气

好，小麦长势好，预计全县平均每亩增加 0.1万穗，单产、总产水平有望
获进一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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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眼下正是大豆播种的好时节。2024年，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部
署要求，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粮食增产的
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通过高起点谋
划、高标准要求、高质量推进扩种油料工作，
全年大豆种植面积 1320 万亩左右，占全区
播种面积的7成以上。

眼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春耕生
产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各乡镇的农户们抢抓
晴好天气，优化种植模式，高标准、高质量开
展大豆播种作业。在西瓦尔图镇太平庄村昊
业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大豆田里，伴随着
机械的阵阵轰鸣声，多台大型精量播种机、镇

压器穿梭其间，正在开展大豆播种作业。合
作社负责人现场指挥，社员及工人们有条不
紊密切配合，将种子、化肥依次装入播种机
内，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次性完成。

“今年我们种地播种的方式全是采用保
护性耕作的方式，即免耕播种。这两年感觉
地力提升非常明显，在产量方面大豆每亩能
有 300 斤左右，玉米差不多每垧地增产一
吨。”昊业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鑫
鑫说道。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是全国以县
为单位大豆产量最高的县，连续多年被评为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旗年产大豆 15 亿
斤以上，素有“大豆之乡”之美誉。为响应国
家扩豆政策，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各合

作社、种粮大户以及农户们积极响应，进行
种植业结构调整，同时为了提高大豆产量，
引进先进设备，充分发挥机械力量，优化种
植模式，全程精量播种，严格控制大豆种子
深度、密度，高质量完成大豆播种。

在大田播种上使用气吸式精量播种机，
大力推广应用玉米大豆轮作、大垄密植栽
培、秋季深松整地、保护性耕作等技术，开展
高标准、精密度、高质量播种。2024年，莫力
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播种大豆522.3万亩。

“我们莫旗积极组织推进 10 万亩大豆
单产提升工程，重点通过宽台大垄匀密高产
栽培技术、提质固氮绿色增产 ARC 耦合技
术和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技术，提
高技术到位率 10 个百分点，破解制约大豆

单产提升的短板弱项，有效提高大豆出苗
率、整齐度和水肥、光能利用率，切实提高大
豆单产水平和大豆生产能力。”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马国庆
告诉记者。

2024 年呼伦贝尔加速推动高标准农田
建设，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稳定粮食面积，
积极争取生产者补贴和耕地轮作项目重点
支持大豆生产，鼓励大豆种植，提升大豆产
能，通过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惠农政策提升农民种
粮积极性。通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扩大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和
黑土地保护利用面积，推进耕地轮作制度常
态化，确保粮油综合生产能力有效提升。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豆种植面积达1320万亩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腾飞

眼下，有“中国桃乡”之称的北京市
平谷区数万亩桃园满目新绿，处处生机
盎然。近日，记者走进峪口镇西营村的
拜耳耘远农场，开启了一场再生农业实
践的探秘之旅。

耘远农场是拜耳作物科学打造的全
球可持续农业示范项目，再生农业是其
重要理念和组成部分。2023 年 6 月，拜
耳与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政府签订战略
协议，以耘远农场项目为契机，促进平谷
大桃产业绿色发展。2024 年初，作为平
谷区优质绿色大桃种植示范项目，在农
业中关村核心区域落地的拜耳耘远农场
正式建设完成投入运营。

耘远农场有何过人之处？记者在耘
远农场看到，独干密植的一棵棵桃树上
方架设有防雹网，可以保护桃子免受冰
雹及鸟类的侵害；桃树间悬挂有一个个
小巧的微喷灌喷嘴，可以实现精准节约
浇灌；桃树下一片片二月兰开得正盛，时
有蝴蝶飞舞，还长满了蒲公英、蒿草、灰
灰菜等各种野草，不仅可以保护地表土，
还能为田间昆虫提供蜜源和栖息地，秋
天可以作为绿肥提升地力。桃园还布有
小型气象监测装置，可以实时监测温度、
湿度等田间小气候，方便及早进行农事
决策和干预。

在这个农场，不仅通过优选树种和
植保方案，精准施用水、肥、药来提升种
植效率和收益，产出更多更优质的大桃，
更注重土壤和水源保护，减少作物保护
对环境产生的影响，通过种植开花植物
带、果园生草等，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保护
环境，进而实现再生农业的“生生不息”。

农场中央还有一套一体化安全配药
站，包括农药安全储存间、农药空包装清
洁设备、空瓶和空包装收集处，以及一个
名为“水乐清”的农药清洗废水处理系统
等，这套系统最大程度减少了配药、打药
时接触农药的可能性，同时农药空瓶和
包装经过三次清洗后被安全地清洗和回
收，防止二次污染，而废水处理系统则避

免了对农场土地和水体的污染。
这无一不体现了再生农业的理念——

以实现农业可持续为目标，在减少土壤
扰动和化学品投入的基础上，通过土地
保护性利用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
作物优质优产，同时提升土壤有机质含
量、改善土壤健康、最大化实现生物多样
性和环境友好的农业模式。

西营村党支部副书记周春英告诉记
者，村里 1000多亩土地都流转给了合作
社，主要种植桃和梨。通过采用先进的
种植模式和科技手段，生产的大桃口感
好、卖价高，均价可以卖到 10元一斤，亩
收益能达到一万多元。通过和耘远农场
的合作，有望进一步提升大桃的产量和
品质，并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据介绍，目前拜耳在全球已合作建
设近 30 家耘远农场，在中国，拜耳在北
京、上海、山东等地已落地4家不同作物
类型的耘远农场。以亚太地区首家耘远
农场北京银黄绿色农业生态园为例，
2021—2023 年合作期间，该农场年收入
提高 10%、成本节约 20%，处理含农药废
液4000升。

记者了解到，2023 年 11 月，由拜耳
作物科学支持撰写的中国首份系统性再
生农业研究报告《以再生农业助力多重
目标下的中国农业可持续转型》，在第六
届进博会期间正式发布。2024 年 1 月，
由拜耳、可口可乐、深圳标准化研究院等
11家单位共同成立的“再生农业标准工
作组”，共同编制发布《再生农业管理规
范种植业》团体标准。

除了大桃产业的合作，拜耳蔬菜圣
尼斯北京运营中心也于 2023 年在平谷
区落成。2023年10月，拜耳作物科学和
平谷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内容涵盖生
产运营中心、高端玻璃温室和圣尼斯蔬
菜种子研发农场等项目，双方将围绕农
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开放创新的农业
生态场景构建等领域开展多维度深度合
作，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打造具有全
国引领作用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
新中心。

“平谷大桃+耘远农场”

领先实践再生农业

□□ 刘耀金 肖慧

眼下，油菜收获进入尾声，江西省万
安县的广阔田间，12万多亩油菜相继收
获，当地农业部门通过组织农户改装农
机，推广“分段式”机收技术以及秸秆粉
碎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等高产
高效栽培技术，引进“中油早1号”“阳光
131”“丰油730”新品种等手段，让油菜种
植乘上了新质生产力的直通车。

在万安县枧头镇九斗村种粮大户肖
鑫华的油菜地里，连片丰收的油菜一片金
黄，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肖鑫华正组织
割晒机、收割机对油菜进行收割。伴随着
收割机割刀高速转动，青黄相接的油菜被
割倒在地。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收割
采用了“分段式”机收技术。“分段式”收割
是在油菜八成熟的时候进行收割，经过三
五天晾晒，油菜籽全部成熟之后再捡拾脱
粒。而以往的一次性收割，由于一株油菜
上下成熟度不同，先熟的果荚受到外力会
裂开导致菜籽掉落，而不熟的菜籽含油量
不足，容易造成损失。

“往年，我们采用联合收割机一次性
收割，机械损失率在30%左右。现在，我
们采用‘分段式’收割，机损率可降低在
15%以内，每亩地能减损 15 公斤左右。”
肖鑫华介绍说，今年他种了 500 多亩油

菜，油菜颗粒饱满，结实率较高，每亩产
量有 200 斤左右，可以增加 600 元收入，
当前，要抓紧收割油菜，种植早稻。

“我们在拖拉机上安装了一个割台，
更换了割刀，另外对机手进行了专门培训，
这样不但降低了机收的损失，提高了油菜
的品质，同时也抢到了早稻的种植时间。”
为了减少机收损耗，肖鑫华特意请来农机
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刘瑞安改装收割设
备。刘瑞安介绍，因为油菜具有后熟特
点，一次性收割会导致油菜籽成熟度不一
致，采用“分段式”机收能有效提高油菜籽含
油量和品质，减少油菜籽脱落。经田间实际
对比，每亩可降低机收产量损失50~100斤，
产生增值180~350元。同时，“分段式”油
菜机收让油菜后续作用更加完善，有利于
提高油菜出油率和油菜质量。

近年来，江西省万安县大力推广“油
稻轮作”模式，引导农户选种“中油早1号”
等优质油菜品种，同时采取政策奖补等手
段，推广油菜机收、秸秆粉碎还田、测土配
方施肥、绿色防控等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对
收割设备进行工艺改装，推广“分段式”收
割技术。目前，万安已聚合12家农机专业
合作社的400多台联合收割机，用于抢收
油菜，全县12万多亩优质油菜产量9000多
吨，产值7000多万元，可为种植户亩均增
收500元以上，助力了乡村振兴。

江西万安

油菜“分段式”机收效果好

□□ 盛志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5月20日，在河南省邓州市罗庄镇罗
西村的千亩高标准农田内，金穗翻滚，机声
隆隆，田间地头一辆辆联合收割机、运粮车
来回穿梭，拉开了该市小麦收割的序幕。

“我今年种了100多亩小麦，今年雨水
足，镇里在播种、施肥、喷药等方面，都会及
时指导，虽然是岗坡地，预计亩产在1100
斤左右。”罗西村种植大户郭原温说。

据悉，罗庄镇紧盯小麦后期田间管理
不放松，对小麦进行“一喷三防”，有效防
治小麦赤霉病等病虫害发生。提早做好
小麦机收准备，建好机手群、粮食收贮群、

“三夏”志愿服务群，加强对农业机械的组
织检修，做好油料储备。联系镇内 13家
粮食收贮点，建成烘干设备5套，日烘干
能力 600余吨，保障粮食及时烘干储存。
全镇组建 23 支志愿服务队，投入到“三
夏”生产工作一线，帮助群众抢收抢种。
目前该镇收割机已经到达 80多台，预计
一周时间全镇小麦收割即可完成。

“邓州市对我们吃、住、行都照顾得

很周到，这几天麦收业务都排得满满的，
今天已经收了 100多亩麦子。”来自山西
省的农机手王红星说，他连续六年都在
罗庄镇开展麦收，每天要完成 200 多亩
小麦的收割任务。

邓州市小麦常年种植面积 220万亩
左右，为确保三夏生产有序开展，该市上
下联动，根据小麦生长情况，提前对全市
28 个乡镇 626 个村收割机进行摸底统
计，做好本地自有 3000余台联合收割机
维修保养，并与跨区作业组织和机手做
好对接，满足全市高峰全面麦收 5500台
的需求。在入邓高速口和农机大市场设
立“三夏”跨区作业服务站 5 个，科学调
度作业机械。开通“三夏”农机服务热
线，多途径发布机收时间、作业价格、作
业需求等信息及相关政策，积极引导机
械有序流动、安全高效作业。

截至目前，邓州市已检修收割机、播
种机、秸秆打捆机等各类农机具 4.2 万
套，联系外地收割机 2000 余台，建成烘
干设备 120 多台，日烘干能力达 1.8 万
吨，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全力服务“三夏”生产。

河南邓州

220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