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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国家队”、农业现代化的“排头兵”。近年来，各地农垦紧紧围绕“国之大者”，守正创新，
真抓实干，深入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立足资源禀赋、技术装备、体制机制、市场品牌等优势，持续推动产
业升级，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即日起，本刊开设“走农场·看振兴”栏目，集中展示各地农垦在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
地、大企业、大产业的典型做法，展现农垦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的使命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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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农场·看振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15.2 亿斤！这是去年北大荒集团建
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七星农场”）的水稻产量，可以为全国 14
亿人每人端出一碗大米饭。

“七星农场深耕水稻产业链，为筑牢国
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勇担使命！在现代化
农业发展上争当‘排头兵’！”七星农场党委
副书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袁昌盛说。

紧邻三江平原，目之所及一马平川，
七星农场拥有 126 万亩耕地，其中 103 万
亩为水田。肥沃的黑土地是产好粮得天
独厚的优势条件。

2023年，七星农场水稻平均亩产已达
630公斤，最高单产达到836.3公斤。单产
水平高，“中国饭碗”底气十足。

育秧大棚里，自动化铺盘机、起盘机代
替了人工，智能巡检机器人实时监测秧苗
的长势；30亩左右的标准化大格田里，车辆
往来于田埂上；使用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
插秧机可以自主确定行走路线……走进七
星农场，可以一睹现代农业的风采。

历经 60 多年的艰苦创业，昔日渺无
人烟的亘古荒原已成为重要的商品粮生
产基地、绿色有机食品基地。农业生产也
早已告别人挑肩扛，从全程机械化向全程
智能化、精准化、无人化方向迈进。增产
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
生产生态协调，七星农场的现代化大农业
已成为北大荒集团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

大批原创技术从这里走向
三江平原

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
在七星科技园，一台育种加速器正在

紧张建设中。园区的人工气候室一年可
以培育三代种苗，育种加速器建成后，能
够培育六代种苗。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
发团队的水稻品种已在园区试验了 5年，
目前亩产已达到700公斤。

盘点与七星农场合作的科研院所，可
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中国农业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中国水稻研究所、黑龙江东北农业大
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截至目前，
七星科技园累计完成科研课题 730余项，
其中国家级课题12项。

此外，七星农场还与北大荒信息有限
公司、黑龙江农垦垦通信息通信有限公
司、国家智能装备中心等单位合作，共同

搭建“产学研用”合作平台，完成重点科研
项目攻关。

“龙粳 31”“龙粳 2021”等面向第二、
第三积温带的水稻主栽品种，以及叶龄诊
断、侧深施肥、毯式育秧等 31 项实用技
术，就是通过园区的研发推广，走进千家
万户。

“过去种植户育秧，有的人就把种子
扔到沟里一泡，有时温度低得都结冰碴子
了，管理十分粗放。每年 4月常常遇到倒
春寒，常规育秧出苗慢、成苗率较低。”七
星农场农业生产部水稻办副主任姜灏介
绍，现在他们采用叠盘暗室技术，辅以工
厂化育秧方式。暗室里恒温恒湿，出苗均
匀整齐，还可以节省 10%的种子。此外，
他们还创新臭氧、氧气双氧催芽，2~3天就
能完成催芽环节。

近年来，七星农场探索将北斗卫星导
航定位技术与传统农机融合，无人驾驶插
秧机就是成果之一。过去人工驾驶插秧
机需要 3个人参与作业，一天只能插一亩
地，精度还会受驾驶员水平的影响。无人
驾驶插秧机精度在正负 2.5 厘米之内，一
天能插五六十亩地，作业标准和质量大大
提升。

“十多年前，种植户一听说‘卫星定
位’，都觉得是十分遥远的东西，现在卫星
导航辅助执行技术已十分普遍。”七星农
场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主任孟庆山
表示。

近年来，七星农场广泛推行辅助直
行、卫星平地机、自动驾驶等一系列智能
农机技术。在传感器、巡田无人机、智能
农机、智能农具等智能感知设备的支撑
下，七星农场不断积累农业大数据，开发
建设大田物联网系统、智能叶龄诊断系
统、智能灌溉系统、遥感系统等 20余项智
慧农业系统（平台）。同时，加快各类信息
化系统集成共享，推进信息化建设一体化
发展。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耕、种、管、收全
环节智能化管控，但这还远远不够。下一
步，我们还要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机器人等技术的跨界融合，不断打破
技术壁垒，进一步提升智能农业系统水
平。”七星农场信息中心主管王勇表示。

广泛示范带动，大面积提
升单产

“从苗床到秋收，我都‘有数’。1.5
叶时，外界温度不超过 28 度；3 叶时不超

过 22 度；6 月 10 日左右达到 6.5 叶时晒
田；7.5 叶时施一遍肥，就能供出大穗；9.5
叶时施一遍穗肥，以钾肥为主、氮肥为
辅，千粒重就有保障了；8 月 2 日齐穗，开
始间歇灌溉，就能保证稻谷的品质……”
第一管理区种植户秦玉秋将技术要点倒
背如流。

秦玉秋说，七星农场的种植户都是
“全能选手”，不仅要会种地，还兼职当瓦
工、木工、电工、机械工、修理工。秦玉秋
种了 300 多亩水稻，每亩能挣 1000 多元。
他是七星农场依靠科技种田过上小康生
活的典型代表。

今年起，依托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国
债项目，七星农场开始整建制推进标准化
格田改造工作，计划在 4 年内全部落实。
改造完成后，单个格田可提高有效插秧面
积3%~4%，每亩增产60斤以上，整个七星
农场预计可增加农田 7.4 万亩，每年增加
粮食产量4.4万吨。

在此基础上，七星农场以良种选育
应用为关键，将黑土地保护“三江模式”
和建三江分公司 22 项农业创新技术集
成组装，以此为抓手深入推进良田、良
种、良法、良机、良制“五良”集成配套，
实施“987”水稻产能提升工程（即每个
管理区重点打造 1 处“百亩攻关田”，实
现亩产 900 公斤以上；打造 6 处“千亩示
范方”，实现亩产 800 公斤以上；打造 3
处“万亩创建片”，实现亩产 700 公斤以
上），通过广泛示范带动，进一步提升农
业技术到位率，促进水稻大面积单产
提升。

在七星农场，具体农业生产由秦玉
秋这样的适度规模经营户完成，农场通
过“投入品统供、农产品统营、‘数字农
服’统管”的“双控一服务”模式发挥统
领作用。种植户在农场提供的种子、农
药、化肥“菜单”中选购农资，既降低了
成本，又从根本上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标
准化。

此外，七星农场的 20 个管理区，每
个都配备了 4~5 名农业技术员。新技术
会在各管理区的“987”示范区进行示范
展示，农业技术员开展培训，并在种植
户中选择科技示范户先行先试。七星
农场拥有一整套健全的农业技术推广
体系，让种植户在技术带头人的指导
下，按生产模式和技术标准开展农业生
产，从而实现标准统一和大面积增产、
节本、增效。

用地养地结合，产业提质
又增效

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也是七
星农场宝贵的财富。七星农场积极探索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方式，让黑土
地不断优化，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每年秋收后，七星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员裴新宇都要前往种植户的田地里
采集土壤样品，在实验室里对土壤中各类
成分综合分析后，给每一块土地生成一张
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指导种植户来年科
学施肥。整个农场 126万亩耕地，每三年
都能轮上一遍。

早在 5 年前，秦玉秋就用上了配备
侧深施肥设备的插秧机。这项技术根
据水稻长势进程及养分需求规律，在插
秧的同时，将专用肥料同步施在秧苗侧
3 厘米、深 5 厘米的土壤中，每亩可节约
用肥 10%左右，增产 6%~8%，节约成本
80 元以上。

“之前我施肥，是背着机器把肥料
‘扬’在地里，浪费大，利用率低，扬得还不
均匀，水稻长得起起伏伏。”秦玉秋说，采
用侧深施肥后，每亩地可以少用 5 斤肥，
水稻长得“齐刷刷的”，还不会倒伏。

七星农场推广水稻侧深施肥、变量高
效施药、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技术措施，实
现亩减肥 10%、亩减药 8%以上；全面积实
行秸秆还田，促进耕地质量平均提高 0.1
个等级，土壤有机质含量每年提升0.02个
百分点。

七星农场还投入大量资金开展水利
建设，引江水灌溉农田 60 万亩，置换地
下水 1.6 亿立方米；同时，在水稻生产中
推广浅、湿、干、间歇等节水灌溉技术达
104万亩。

标准化格田改造后，大型农机不需
要进入田地，减少对土壤结构的破坏；地
块 平 整 了 ，每 亩 地 用 水 量 减 少 80 立
方米。

在“一亩田”平台上，七星农场的有机
稻田一亩最高拍出9000多元的高价。

生态效益的提升，带动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七星农场有
73.5 万亩耕地获得绿色认证。通过建立
稻米农产品质量追溯示范体系，实现

“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在
此基础上，七星农场大力发展定制农
业，拓展发展空间，进一步增加粮食产
业效益。

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有限公司

怎样“捧出”一碗优质中国粮

□□ 于三 芦文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当下，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59万亩
棉田苗齐又壮，3.5万亩番茄已进入花期，5.1
万亩冬小麦麦穗饱满，处处充满绿色生机。
杀虫灯、性诱笼、黄板、糖浆瓶、无人机、雾炮
打药机……这些植保“利器”组成绿色植保阵
营，守护着农田，为作物成长“保驾护航”。

近年来，芳草湖农场大力推广使用绿色
环保和高科技植保技术，全天候、全区域、全
民动员，筑起了一座绿色农业发展的堡垒。

“农场每年投入植保资金 3000万元以上，取
得良好效果。近年来，36个农业连队棉花、
小麦、番茄亩产量持续走高，职工收入节节
攀升。”芳草湖农场副政委曹森林说。

握紧“组合拳”

近年来，芳草湖农场对绿色植保技术的
应用推广给予大力支持，握紧绿色植保“组
合拳”，有效降低了农药残留对土地和环境
的影响。

根据害虫趋光、趋波、趋色等特性量身
定制的频振式杀虫灯分布在芳草湖农场 75
万亩农田里，共有1100余盏。

杀虫灯技术已在芳草湖农场使用多年。
起初，杀虫灯使用有线电源供电，远离电源的
农田无法使用。2019年起，利用太阳能板供
电的杀虫灯在农场的推广使用，实现了对棉
铃虫、地老虎等趋光性害虫捕杀全覆盖。

每年春播前，芳草湖农场八连植保员
潘进东都要用糖、醋、白酒熬制几锅香味四
溢的糖浆，给农田害虫准备“美食”。“把糖
浆灌进瓶子里，绑在棍子上插到地里，利用
蛾类等害虫对糖分的喜好，从而达到诱杀
的效果。一般 8 亩地布置一个糖浆瓶。”潘
进东说。

性诱笼可谓是诱杀害虫的“美人计”。
其中放置了特定害虫性信息素的诱芯，释放
出与雌虫相似的化学信号，以此吸引棉铃
虫、棉夜蛾、地老虎等夜蛾类害虫。还有芳
草湖农场田间地头和温室大棚随处可见的
涂满黏胶的黄板，利用蚜虫、白粉虱等害虫
的趋色性达到灭虫效果。

打好“阻击战”

54 岁的杨忠兵是芳草湖农场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事植保工作已 31
年。“消灭害虫就要阻断害虫繁殖链，必须全
年开展、环环相扣，不给病虫害喘息时间，才
能达到良好的防治效果。”杨忠兵说。

一直以来，芳草湖农场针对各个季节和
不同农作物害虫的特性，打好绿色植保“阻
击战”，有效降低了虫害带来的风险。

每年秋季，芳草湖农场都要组织机力对
73万亩农田进行秋翻，这既是一项农业生产
措施，也是一项有效的植保措施，通过破坏
害虫越冬的生存环境使其无法成活。

每年春季，芳草湖农场 36 个农业连队
都要组织职工开展大规模人工除蛹工作，及
时清理田间地头的杂草，破坏害虫出蛰繁殖

场所，减少棉铃虫、地老虎、红蜘蛛等虫害的
发生。

蚜虫是一种个体较小、繁殖速度快、吸
食农作物汁液的害虫。由于蚜虫可随风传
播，冬季温暖室内的花盆就成了蚜虫繁殖的
温床。每年冬季，芳草湖农场组织各连队植
保员、农业技术员走进 36 个连队和 10 个社
区居民家、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发动群众
不漏一户、不漏一盆，地毯式进行灭蚜。“以
前是在花盆里投药，这几年都是通过花盆投
药和‘挂黄牌’结合的办法灭蚜，效果非常
好。”杨忠兵说。

2007年 6月，芳草湖农场二十六连职工
王建种植的 70 亩棉田爆发红蜘蛛虫害，当
年棉花亩产量只有 200 公斤。“现在植保技
术完善，地里看不到红蜘蛛了！”王建说。

在气温适宜期，红蜘蛛约 5 天繁殖一
代。为有效防治红蜘蛛给农业带来危害，芳
草湖农场不断加强职工科技培训。农场通过
群防群治，早发现、早防治，建立起“农田保护
带”，封锁红蜘蛛进农田的路径。“每年 5月，
我们要在农田周围的杂草上喷施两遍专用杀
螨剂，把红蜘蛛消灭在农田外。”杨忠兵说。

开展“科技战”

目前，正是芳草湖农场农作物防虫田管
关键期。6 月 3 日，芳草湖农场三十连两委
（连队党支部委员会和连队管理委员会）科
技委员李林云在办公室里，通过操控手机就
可“洞察”农田里害虫的一举一动以及农作
物长势，并通过微信群及时向职工发布虫情

预警和当下田管措施。一场与害虫无声无
息的“科技战”悄然展开。

2023 年，由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出
资，在三十连建成了一座害虫远程实时监测
站。监测站通过频振式灯光诱杀害虫，高清
摄像头拍照，计算机自动识别分析，互联网
连接手机传输信息，为该连 4000 亩农田提
供稳定、快速、精准的虫情实时监测预警。
监测站还可实时监测小气候，为农业生产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5月26日，芳草湖农场十连植保员狄明
东来到连队果园开展灭虫防病作业。狄明
东加水、配药，熟练地展开机翼，在遥控器上
设定好各种飞行参数，植保无人机在北斗导
航系统的引导下呼啸而起，开始喷药作业。
随后，狄明东又来到一块麦田，操控无人机
开展虫害防治。“连队现在有 6 台不同型号
的植保无人机，可对复杂地块、不同作物进
行植保作业，速度快、效率高、效果好！”狄明
东说。

枯黄萎病原菌可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
绝产，被职工称为农作物的“癌症”。“坚决杜
绝感病品种进入农场，及时对感染病原菌的
地块进行轮作倒茬，引进高抗品种，大面积
使用生物菌剂……目前，农场有效控制了枯
黄萎病的发生。”杨忠兵介绍。

如今，芳草湖农场职工自行购买植保无
人机 80余台，现有吊杆式打药机、雾炮打药
机等各类植保机械 700 余台。农田上空无
人机飞翔，地上植保机械驰骋，立体式守护
农林安全。

新疆兵团芳草湖农场

绿色植保技术为农业保驾护航

□□ 王中强 王小锋

日前，陕西省农垦集团的小麦迎来收
获期。笔者置身一望无垠的麦田中，只见
麦浪翻滚，满眼都是金灿灿的丰收景象。

“近5年来，陕西农垦粮食生产种植面
积持续攀升，自营面积从当初的不足8万
亩逐步攀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7万余
亩，是历年来最大的。”陕西农垦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雄佐介绍。

丰收来自土地质量的提升。陕西农
垦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提高粮食生产
能力的重要抓手，多渠道统筹增加投入，
持续在农田水利建设、土壤改良修复、耕
地地力提升上下功夫。

为落实农业农村部农垦粮油等主要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今年陕西农垦
开展“产业创新示范引领百日行动”和劳
动竞赛等活动，推动各单位因地制宜实施
节水节肥、病虫防治一体化管理，促进苗
齐苗壮，致力创建百亩“吨半创建田”、千
亩“超吨展示田”、万亩“吨粮示范田”。

望着即将成熟的小麦，陕西农垦大
华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吕宏飞信心
满满：“今年小麦制种田面积为 5 万多
亩，预计可生产优质小麦种子4000~5000
万斤，可满足150万亩小麦播种。”

丰收离不开种业“保驾护航”。陕垦
大华种业自主研发的“华垦麦 7 号”“华
垦麦23”品种相继通过国家审定，还引进
高产、稳产、抗性强的优质小麦品种 10
余种，可满足不同地块对小麦良种的需
求。依托陕垦大华种业育繁推一体化优
势，陕西农垦的农场实现了小麦优质品

种连片种植和规模化经营。
农技人员王士幸介绍：“受去年秋汛

影响，陕西农垦小麦播期整体推迟，二、
三类苗占多数。”为改善苗情，弥补播期
滞后的影响，陕西农垦及时印发了《省农
垦集团 2024 年小麦春季管理技术意
见》，指导各农场提早着手，与农时赛跑，
做好春季田间管理，抓住小麦拔节、抽
穗、灌浆等关键生长期，科学应用水肥一
体化、节水滴灌、“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
技术措施，全力以赴做好小麦促弱转壮、
防灾增产及病虫害防治工作。多措并举
下，小麦苗情整体好转。

粮食减损，农机先行。近年来，陕西
农垦相继购置了大马力拖拉机、大型气
吸式精量播种机、植保无人机、新型联合
收割机、粮食烘干机等现代化农机装备，
全面提升了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作业水
平，深耕深松、宽幅沟播、精量匀播等先
进技术在农场得到落实。

农机强了，农机手也要跟上。每年
麦收前，陕西农垦都会组织机手统一培
训，加强农机检查保养、机收减损等操作
要领的培训指导，对收割高度、机收速
度、装卸运输等进行明确规范，最大限度
减少机收环节损失，确保颗粒归仓。

现代化大型农机装备还为陕西农垦
开展农垦“社会化服务+地方”扩面行动
提供了条件。通过开展社会化服务，陕
西农垦在土地、种子、农资、农技等方面
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随着垦地合作
不断深化，陕西农垦协同地方政府打造

“吨粮镇”“吨粮村”，促进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陕西农垦

17万亩小麦丰收在望

□□付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5 月 30 日，“大地流彩 胶映匠心”
2024 年广东农垦橡胶割胶工职业技能
竞赛在广东省茂名市举行。90 名选手
同台竞技，共展“树上雕花”绝技。比赛
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充
分展示垦区橡胶割胶工技能水平和良
好风貌，挖掘表彰一批优秀技能人才，
为推动天然橡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支撑。

比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两部分，按照《橡胶树割胶工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的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以上知识和技能要求设置，适当增加了
相关新知识、新技术、新内容。为推动工
具升级和技术革新，在传统胶刀赛项之
外，本次比赛首次设立了电动胶刀赛项。

传统胶刀赛项主要考核阳刀顺割、倒
割和阴刀三种技法，电动胶刀赛项主要考
核阳刀顺割、倒割两种技法，从割面、割

线、深度、耗皮、下刀、收刀、切片均匀度和
数量等方面进行评分，最高考核精度达
0.1毫米，大约相当于一张A4纸的厚度。

比赛时，选手们沉着冷静、动作标
准、技艺娴熟、一气呵成，从站位到姿势，
从下刀到收刀都十分专业，充分展示了
广东农垦割胶工队伍较高的技能水平和
良好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茂名
农垦代表队黎建春、罗正学等十人分别
获得传统胶刀赛项第一至十名，黎建春、
罗正学作为前两名将按相关规定经广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准后被授予

“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阳江农垦代表
项冲林、茂名农垦代表罗荣虎分别获得
电动胶刀赛项前两名，茂名农垦代表队、
阳江农垦代表队获得优秀组织奖。

比赛由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主办，
广东省农垦工会委员会、广东省茂名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广东农垦热带作
物科学研究所、广东农垦建设农场有限
公司、广东省热带作物学会协办。

广东农垦

橡胶割胶工职业技能竞赛成功举办

孟州市位于河南粮食主产区，
小麦马上进入收割成熟期，多年从
事粮食收购的牛先生在收购资金上
还存在较大的缺口。在外拓走访了
解到牛先生的困难后，农行孟州市
支行迅速制定了产品方案，第二天
就组织三农客户经理对该客户开展
上门调查，运用组合授信方式增加
授信额度，分别办理信用贷款 100
万元、房地产抵押贷款 180万元，解
决了牛先生资金短缺问题。

为有效满足种粮农户的金融服
务需求，农行孟州市支行集中人员、
集中资源围绕“白名单+路两边”路
径方法，对辖内种粮大户和粮食经
纪人建立重点客户名单，积极打造

“粮食圈”，全力推介农行产品和服
务。对有贷款需求的客户，视具体
情况，量身推介“惠农 e 贷”“商户 e
贷”“农业 e 贷”等产品组合。同时
为提高粮食收购资金结算效率，农
行孟州市支行成立五个外拓服务团
队，在粮食收购点、农产品加工企业
等开展上门活动，通过上门开卡、推
广手机银行、办理聚合码等方式提
供方便快捷的结算服务。截至 4月
底，该行已对辖内 12个乡镇办事处
开展上门服务 100 余次，实现辖内
乡镇全覆盖。当年新投放粮食收购
及种植户贷款 2.8 亿元，惠及农户
1382人。

汤晓晓

农行孟州市支行

服务夏粮收购 助力乡村振兴

广告

图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甘河农牧场分公司基层农业生产连队正在进
行大豆田夏管机械除草作业。这种机械化除草模式能有效提高地温，减少农药使用
量，降低农药残留。 周旭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