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垦区博览

2024年10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文宇阳 见习编辑：赵天浩 新闻热线：01084395127 E-mail：nongken2023@126.com 新时代农垦 7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技术人员打开培养皿的盖子，取出已
长出芽和根须的橡胶苗胚，将其转移到试
管里继续培养。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里，上
万支试管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每支试管
里都有一株茁壮生长的橡胶苗，青翠的叶
片，白生生的粗壮根系，展现出旺盛的生
命力。在海南省儋州市的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以下简称“热科院”）天然橡胶新
型种植材料创新基地（以下简称“基地”），
有着世界上首条橡胶树组培苗规模化生
产线，每年有超过 100万株橡胶树组培苗
从这里走出去。

将橡胶种子埋入地里，待其萌芽、长
成一棵橡胶树，是最传统的橡胶树种植
方式，长大的植株虽有生长快、经济寿命
长等优势，但产量不高，这种育苗方式已
基本被淘汰。第二代橡胶种植材料是芽
接苗，将优良橡胶树的芽片嫁接到橡胶
砧木上，使生长出的橡胶树能保持芽片
来源母树产量高等优良特性，但也有生
长慢、经济寿命短、抗逆性差、适应性弱
的缺点。热科院基地里培育的组培苗，
是橡胶树第三代种植材料，橡胶研究所
的专家们研究出的“橡胶树速生高产新
型种苗育苗技术”，不仅攻克了 40年来组
培苗规模化繁育的难题，在国际上率先
实现了“热研 73397”等优良橡胶树品种
组培苗规模化生产，也让我国率先实现
橡胶种植材料的更新换代，速生、高产且
遗传背景一致的橡胶良种树苗得以源源
不断地提供给海南、云南、广东等地的植
胶区，为保障天然橡胶供给、助推产业振
兴提供了技术支撑。

从1到万的突破

“相比于草本植物和灌木，乔木植物
实现组织培养的难度较大，而橡胶树会产
生次生代谢物——橡胶乳汁，这类乔木的
组织培养难度更大。”中国热科院橡胶研
究所良种良苗研究室主任黄天带介绍，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迅猛发展，全球的橡胶育种专家都开始橡
胶组织培养的探索。1977年前后，中国热
科院的专家成功获得了橡胶花药体细胞
的完整植株，并移栽成活。法国的专家使
用橡胶幼嫩种子上的细胞进行培养，也成
功获得橡胶植株。

虽然科学家们已经实现了橡胶组培
苗“从 0 到 1”的突破，但如何实现橡胶组
培苗的大规模繁育，即“从 1 到 1 万”，一
直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使得橡胶组
培技术未能走向实际应用。2006 年，热
科院橡胶所专门组建了橡胶树组培与转
基因育种团队，由橡胶所所长、国家天然
橡胶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黄华孙和华玉
伟领衔，专门攻关橡胶树组培苗工厂化
生产技术。

“一开始，采集 100朵花，最后只能得

到 30多棵苗。我们聘请最熟练的技术工
人在花期不间断地采花，一年也只能生产
200多棵苗，产量一直上不去。热科院的
专家们开始研究橡胶微繁技术，把橡胶苗
上的两三个芽点切开，再诱导每个芽点形
成新的植株。然而，一棵苗仅能获得两三
棵苗，效率较低，且诱导长出的根是不定
根，使其营养吸收、抗风性等都打了折
扣。后来，法国的专家使用花药的愈伤组
织成功实现了扩繁，但培养出的组织变异
性较大，没有获得市场认可，但这一做法
给了我们灵感。”

2010年，橡胶组培苗快繁技术获得突
破性进展。一天，华玉伟将橡胶花诱导出
的体细胞胚切成小块，放入愈伤诱导培养
基，希望进一步诱导体胚的生长，没想到，
这些小块长成了正常的体细胞胚！

黄天带说：“我们用橡胶花诱导出初
生胚，精选出品质较好的胚，每次可以切
成30块，再培养愈伤组织、形成次生胚，再
进行切块繁育次生胚，如此循环增殖。一
个初生胚最多可以繁殖10代，从而在短时
间内‘克隆’出大量体胚。由于组培苗是
从胚发育而来，恢复了幼态性，可以长出
真正的根系。将发育良好的子叶型胚放
入试管中培育成根茎叶完整的植株，使橡
胶苗大规模繁育成为现实。”

从实验室走向大田

从小在无菌、控温、控湿的优越环境
中长大的橡胶组培苗，怎样才能成为能抵
抗风雨的橡胶树？

起初，研究人员把试管中橡胶苗直接
放入有培养土的袋子中，结果发现，成活
率仅10%。

华玉伟和黄天带带领团队抓紧完善
室外沙床驯化炼苗技术、沙床苗长途运输
技术、轻简化育苗技术等，有效提高了组
培苗成活率，形成一套完整的工厂化育苗

体系。
在基地的温室大棚中，记者看到，在

河沙铺成的苗床中，橡胶苗已长到20多厘
米，上方的遮阳网阻隔了炎炎烈日，喷淋
系统可降温保湿。

“炼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让组
培苗一步步适应外界环境。”黄天带介绍，
组培苗在试管中长到10厘米，就要移栽到
温室大棚内进行炼苗。在移栽的过程中，
一定不能伤到根系，并且要把组培苗上的
培养液洗净，否则容易引发感染。炼苗结
束后，将橡胶苗放入砖红壤制成的基质
中，培养至60厘米以上即可出售。采用这
种方式，将沙床苗装箱运输 5~7天仍保持
较高成活率。

此后，为进一步简化工序，研究团队
又研发出“一步育苗”法，更新了育苗基
质。在袋子中装上表土和椰糠配成的基
质，将试管中的组培苗移栽到袋子中，待
其长到60厘米以上，就可以出售。

与芽接苗相比，组培而来的橡胶苗个
头更小，运输成本更低。将常规的袋装芽
接苗从海南运至云南西双版纳州耗时 48
小时，运费约 2~2.5 元/株，而组培苗空运
仅需 12小时，运费为 0.05元/株。研究团
队还特意将装基质袋子的材料从塑料袋
替换成无纺布。无纺布可以在土壤中自
行降解，人们只需要在地上挖好坑，把苗
放进去即可定植，而之前使用的塑料袋需
要先去除塑料袋才能定植，大大加快大田
定植速度。

如今，基地的工人们每年只要采 2~3
次花，就可以满足一年的生产所需。过去
一个成熟的工人一年能生产 200 株橡胶
苗，应用了“橡胶树速生高产新型种苗育
苗技术”后，一个工人一年能够生产约2万
株橡胶苗，产量提升 100倍。基地的现代
化洁净组培创新大楼，配套厂房、仓库，4
座高档PC连排阳光温室等设施均由财政

资金投资建设，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目
前每株苗售价为18元。

从中国走向世界

2012年5月，这里种下了2000多株橡
胶组培苗，占地60余亩。记者来到热科院
橡胶所试验场，当年的小树苗如今已长成
挺拔的橡胶树，一眼望去，一排排橡胶树
的长势、粗细都很一致，每排树间都种植
着两行粽叶，这片橡胶林已于2020年开始
割胶。

试验场生产科负责人李建辉介绍，与
芽接苗长成的橡胶树相比，组培苗生长速
度快，抗性优良。一般的橡胶树要长 8年
才开割，组培苗只需要 7年。由于组培苗
完整地继承了母树的优良特性，均一性
好。这片组培苗林第一年开割率达 80%，
而传统芽接苗长成的橡胶林仅能达到
50%。按目前 4 天一刀的割胶频率，每株
产量能达到3~4公斤，产量也相当可观。

负责组培苗示范推广的副研究员徐
正伟说：“研究团队在海南和广东的试验
证实，组培苗比同一品种的芽接苗速生
5%~10% ，增 产 10%~30% ，每 亩 可 增 收
200~300 元。橡胶树组培苗顶端优势明
显，分枝位点高，主干粗壮，侧枝相对较
弱，可发展林下经济，丰富胶园的生物多
样性，提高生态效益和植胶收益。”目前，
基地生产的橡胶树组培苗已经应用到了
海南、云南、广东三大植胶区，推广面积
达 3万亩。

研究团队多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引
起了国内外研究同行高度关注，吸引了
法国、印度、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
国家的科研人员来访交流或学习。2023
年 4月 25日，应热科院橡胶所邀请，越南
北部中心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范文灵
（Pham Van Linh）带队前来考察交流，双
方签署了橡胶提质增效技术科技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越南建立 1个橡
胶树育苗示范基地，输出我国主推品种

“热研 73397”组培苗 1000株，以越南抗台
风品种 RRIM712 品种芽接苗作为对照，
检验我国品种在越南胶园的适应性。这
是去年双方签署《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橡胶研究所与越南北部中心农业科学研
究所“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协议》以来，
越方首次来访，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交
流与互动。

热科院橡胶所研究员王立丰告诉记
者，“橡胶树速生高产新型种苗育苗技术”
是湄公河国家橡胶提质增效技术示范推
广与基地建设的主推技术之一。借助“澜
湄合作”的框架，橡胶所已在越南义安省、
柬埔寨橡胶主产区特本克蒙省、老挝万象
省等地布点，并计划在缅甸仰光、泰国北
柳府布点，在湄公河五国进行技术的试
验、示范和推广，让这一技术走出国门，在
更广阔的土地上经受实践的检验，以进一
步提升优化。

让橡胶组培苗实现大规模生产
——橡胶树速生高产新型种苗育苗技术探访

聚焦热作技术创新

图为基地工作人员正在转移橡胶组培苗的胚。 受访者供图

□□ 魏禹奇

近年来，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优
势，统筹协调种植分公司和产业链各龙
头企业，从基地建设、质量管控、科技创
新、营销推广、企业文化等方面开展“苏
垦”大米品牌建设全方位探索和实践。

聚焦绿色基地建设，从源头保障“苏
垦”大米质量安全。公司积极组织种植
基地申报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
小麦）标准化生产基地，实行药肥“双减”
战略，严控化肥、农药使用，着力构建现
代农业绿色生产体系。绿色基地建成面
积达 92.86 万亩，宝应湖种植基地 3500
亩农田实现“欧盟”“国标”双有机认证，
化肥、农药用量逐年下降。

聚焦全产业链质量管控，筑牢品牌发
展基础。公司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建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全程管控体系，实现从田头到餐桌全流程
全链条管控，做到“信息可查询、流程可追
溯、质量可控制、责任可追究”，保障每一
粒“苏垦”大米质量安全。全产业链全过
程质量管控，助力大米生产实现“优产、优
购、优储、优加、优销”五优联动。

聚焦科技创新，以科技赋能品牌发
展。苏垦农发现代农业研究院通过构建

自有创新研发体系以及搭建校（院）企合
作平台，加强新品种、产品、技术研发，大
力提升“苏垦”大米的科技含量：联合有
关科研院所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华粳”系列和“香缘 99”等优质大米品
种；瞄准细分市场群体需求，推出“苏垦
富硒米”“苏垦富锌米”“苏垦宝贝米”“苏
垦全家福”等大米产品。

聚焦营销推广，大力提升品牌影响
力。除商超等传统渠道外，“苏垦”大米
还打造苏垦尚膳自营电商平台，在淘宝、
京东等电商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开展
社区团购、直播带货等，确保不同群体消
费者都能方便购买。近年来，公司多次
在主流媒体宣传“苏垦”品牌，通过多渠
道发声、多场景展示，在消费者心中建立
绿色、安全、健康的品牌形象。

聚焦军垦文化，丰富“苏垦”品牌底
蕴。艰苦卓绝的屯垦戍边历程，孕育出
了“艰苦奋斗、勇于奉献、开拓创新”的江
苏农垦精神，形成了独具特色、底蕴深厚
的军垦文化，成为“苏垦”品牌文化的灵
魂。多年来，“苏垦”大米坚守质量安全
承诺，连续 13年入围南京市中小学食堂
食材招标，供应全省 900多所学校用米，
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彰显了“苏垦”
品牌社会责任，也是“苏垦”区别于其他
品牌的重要标志。

“苏垦”大米

全产业链一体化提升品牌影响力

□□ 宋晓伟

今年，北大荒集团鸭绿河农场有限
公司增发国债项目以浓鸭河涝区治理项
目和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为重点，积极
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把开工率、完工率和
资金使用率三个关口，通过时时巡察、问
题汇报、协调调度等方式，确保增发国债
项目高点定位、高标推进、高效落实。

在公司第一管理区增发国债浓鸭河
涝区治理项目区，四台挖掘机正在挥舞
着长臂挖掘清理废土，为围堰的铺设做
足前期准备。“我们已经完成了境内
68.126公里排水沟道清障、清淤工作和3
处移动排水泵站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
围堰、抽水等临建工程正在施工，护砌材
料已运抵现场。”北大荒集团鸭绿河农场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江说。

增发国债浓鸭河涝区治理项目以除
涝为主，根据涝区内实际情况确定易涝面
积、治理面积。通过对已有沟道、承泄区
清淤扩卷和新建排水建筑物等开展治理，

提高项目区内排涝标准，使除涝标准从3
年一遇提高到5年一遇，坡水治理标准从
5年一遇左右提高到10年一遇。

在公司第二管理区增发国债高标准
农田建设改造区，一台收获机械正在对
规划设计的高标准农田机耕路进行收割
作业，另一台挖掘机对机耕路进行筑台
铺路作业。“周边的水渠都已经修好了，
我家的农田改造今天也动工了，太高兴
了。”管理区水稻种植户姚彦成说。

公司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区位于第一管理区和第二管理区，主要
涵盖田块整治、沟渠清淤维修改造建筑
物、修缮道路、安装变压器、修建晒场等
众多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
耕作条件，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目前，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格田改造任务 4.54 万亩，已完成 1.38
万亩，新建建筑物 506座已全部完成；沟
道清淤 238.243公里，已完成 83公里；晒
场、泵站安装、维修改造建筑物、水泥路
等6项目均已全部完成。

北大荒集团鸭绿河农场

增发国债建设项目跑出“加速度”

□□ 陈健生 肖志颖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放眼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二团的梨园里，一个
个色泽泛黄、口感香甜的香梨挂满枝头，
香飘满园，种植户迎来又一个丰收年。

二团二连种植户徐人杰家今年种了
30亩香梨，预计产量在60吨左右。他每
天忙里忙外，还雇了十多个工人帮忙采摘
香梨。这些香梨早早就被客户预订，将销
往浙江省嘉兴市。据了解，今年二团共种
植香梨1600亩，预计总产可达3500吨，当
前香梨采摘、销售工作已全面展开。

二团充分发挥当地光热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香梨种植。连队党支部通
过现场会、技术小课堂等方式，向职工讲
解梨园更新、选优品种以及绿色、无公害
栽培等技术，引导种植户开展科学化、标
准化、规范化栽培管理。

二连连长生小玉介绍：“在果园管理

上，党支部倡导绿色种植；在水源管理
上，强调把好果园灌溉质量关。党支部
引导职工采用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鼓
励职工多施农家肥，提高香梨品质。”

香梨不仅带动职工走上致富路，也吸
引周边乡镇职工群众前来务工。香梨采
摘工人毛世会说：“我们姐妹十几人，每年
都要到附近的果园采摘香梨，大家的收入
都增加了不少。香梨采摘完，还可以采收
苹果等果品。”

今年，二团种植的香梨挂果量高、脆
甜多汁且果型饱满，果品质量上乘，深受
消费者的喜爱。采摘前，二团就积极与
疆内外客商对接，邀请客商到梨园察看，
洽谈销售事宜。目前，二团的香梨销售
至乌鲁木齐、杭州、上海等多个地区，实
现了产销两旺。生小玉说：“我们的香梨
有一部分被本地收购商买走，存放到冷
库里打时间差分期销售，另一部分销往
外地市场，都能卖个好价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二团

梨园飘香喜丰收

□□ 徐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晴空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微风
拂过西江河畔，带着熟悉的奶香味。这里诞
生了广西第一个奶牛场——西江农场奶牛
场，是广西农垦集团西江乳业有限公司的前
身。68年来，西江乳业专注做好一杯奶，让
老国营奶场飘出的那份醇香满足越来越多
食客的味蕾。如今，走进西江乳业“水牛
奶+”贵港旗舰店，享受“秋天的第一杯奶
茶”，成为人们的时尚新选择。从农垦人和
西江人的童年回忆，到时尚达人的宝藏潮
饮，西江奶如何探寻“进阶之路”？

科技赋能老产业

1956年，西江农场奶牛场建场，让广西
人开始喝上了自己的牛奶。作为广西唯一
的奶业国企，68年来，西江乳业不断提升饲
养技术，优化牛群，提升奶业现代化水平。

走进西江乳业奶牛产业现代化示范区，
牛场干净整洁、没有异味。凉爽的牛舍内，
近百头奶牛时而眯眼小憩、时而悠闲散步，
好不惬意。每头牛的耳朵上都打着耳标，记
载着奶牛的出生年月、产奶量、繁殖状态等
信息。

健康的奶牛才能高产，关键在于为奶
牛提供舒适的环境。西江乳业引进数字化
挤奶平台，抓好西江奶牛场、金光奶牛场两
个奶源基地建设，西江奶牛场在国内率先
创新并使用“益生菌全饲料发酵＋漏缝板
刮粪＋生物菌发酵床＋粪液循环利用”设

施，探索出无排放、无臭味、无残留、无苍
蝇、有效益的现代生态养殖模式。同时，西
江乳业研究推广应用生物床养殖、生态发
酵饲料投喂、粪液发酵生态循环利用等现
代农业养殖技术。

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内，机器流水线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灌装、打包、封口、传输等工
作，奶制品的生产都在全密封无菌的储料罐
和管道中进行，全程看不到一滴奶。目前西
江乳业拥有加工生产线 10条，产品 60多个
品种，日产乳制品超过100吨。

凭借优秀的奶牛饲养管理和单产水平，
西江乳业跃升为南方奶牛管理高标准化示
范单位，是全国优良奶牛品种基地、广西奶
牛标准化生产技术示范基地和自治区优质
学生奶源基地，还成为 2023 年第一届全国
学生（青年）运动会乳制品指定供应商。

乘风竞逐新赛道

“我是喝西江奶长大的，听说最近开了
家奶吧，赶紧来尝尝鲜。”2023年 5月，贵港

“水牛奶+”旗舰店的开业引来大批市民围观
打卡，李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店内蓝白配色的设计营造出干净清爽的
氛围，产品以西江乳业自产水牛奶为基底，加
入果、茶、燕麦、咖啡等配料，健康、新鲜，深受
顾客青睐。旗舰店开业当天就创造了营业额
4万多元的骄人业绩，日均营业收入达2.5万
多元，“老字号”摇身变为“新潮牌”。

“我们围绕水牛奶这一特色产品做文
章，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特

色品牌。”西江乳业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陈志成说。

为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消费者
不断升级的需求，西江乳业乘着广西农垦集
团打造全国一流食品企业的东风，以产品为
驱动，创新开辟以“加什么都好喝”为输出概
念的“水牛奶+”新赛道，同时讲好老牌西江
奶的故事，线上线下联动销售，打造自有特
色的水牛奶品牌。通过实行“奶吧+奶站+
奶点”的连带模式，解决西江牛奶销售“最后
一公里”问题。截至 2023 年底，已在南宁、
贵港、玉林、横州、隆安等区域落地 18 家奶
吧，辐射带动周边1000多个奶站和奶点。

在产品研发方面，近年来，西江乳业聚力
推进杀菌型低聚木糖炼乳的研究、二次均质
乳化泵提高低温饮用型风味发酵乳的研究、
液态奶低温复合超高压控制加工副产物的研
究等 10个自主项目，共计投入 512.05万元，
不断以新产品、新包装吸引消费者眼球。

创新提质降成本

在西江乳业内部，一场人事变革也悄然
掀起。为激发人才内生动力，公司深化人才
竞争激励机制，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高位推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高能低”
三项制度改革，持续推行“竞聘上岗”、工段

“小承包”模式等，公司负责人带头推进，确
保各项举措在养殖端、加工端和销售端落地
生根，充分发挥薪酬指挥棒作用，激发党员
干部队伍活力，提升人才创造力，公司员工
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效仿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施
‘包干到户’的做法，在奶品厂的前处理、灌
装和分装三个工段实行‘小承包’改革，大
大提高了一线员工的责任心和主观能动
性。”陈志成介绍，工段“小承包”模式实施
后，日产量翻了两番，吨奶制造费用同比下
降 1200元。

此外，西江乳业还通过组织开展生产车
间技改项目、优化生产线，加强车队管理，对
成品仓库装卸、出入库等环节规范化管理等
举措，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2023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9.67%；实现利润总额 1677.9 万元，同比增
加2595.86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

今年以来，西江乳业和黑龙江省绿色食
品科学研究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合作
协议，成立水牛乳制品开发专家工作室；创
新推出“农垦大咖”“西江奶屋”等轻资产创
业型模式并在南宁、贵港等地试点运行，亟
待推广；乳制品创新产业提升（二期）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力争今年 12 月底主体建筑完
工……逆袭路上，西江乳业步履不停，前进
不止。

下一步，西江乳业将打造涵盖优质牧草
种植，奶水牛杂交改良、繁育和养殖，特色水
牛乳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淘汰水牛屠宰加
工，生物饲料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有机肥
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实现“种繁
养加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发展
道路，建成以水牛奶为主的重要奶源基地、乳
品生产基地，做大做强农垦集团乳业产业。

广西农垦集团西江乳业公司

“老字号”牛奶如何转型新派潮饮

□□ 杨登宏

10月12日下午，在安徽农垦集团下
属潘村湖农场一分场 1 号地，由明光市
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组成的验收组正在
对农场大豆高产攻关项目高产示范片的
大豆产量进行现场实测考评——亩产达
433.58 斤，较目标单产提升 14.1%，这标
志着该场 2024 年万亩大豆单产提升行
动取得突破性成果。

“10年前，潘村湖农场3万多亩耕地
夏种阶段几乎种的全部是大豆，‘皖豆
15’‘皖垦豆 96-1’等就是农场自主培育
的大豆品种。”从基层农技员干起的农场
副总经理刘家波如数家珍，“农场大豆产
业有过辉煌的历史，但近几年大豆产量
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干部职工都希望
打个翻身仗。”

2024年初，潘村湖农场被集团公司

指定开展万亩大豆单产提升行动。农场
制定了实施方案，夏种整地、选定品种、施
足底肥、适期旋耕播种……每个环节都严
格落实技术措施。眼看豆苗茁壮成长，农
场干部职工不禁喜上眉梢。不料，6月下
旬起，皖东地区遭遇了近2个月的高温干
旱，农场及时调度水源开展抗旱作业，有
效缓解了旱情。8月上、中旬，农场种植的
1万亩大豆相继进入开花结荚期，农技部
门针对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研究制定了“一
喷多促”田管方案，并印成“明白纸”发到
职工手中。“将叶面肥、调节剂、抗逆剂、杀
虫杀菌剂等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可以实现
促生长发育、促灌浆成熟、促灾后恢复、促
产量提升等多重效应。”年轻的农技员朱
文杰和他的同事一道入户进田，手把手指
导职工通过无人机、植保机开展统防统治
作业，确保关键生产措施落地见效，全力
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基础。

安徽农垦潘村湖农场

大豆单产提升行动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