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务川县茅天镇兴隆社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实行“党建+村
级集体经济+农户”的模式，采取“大豆+玉米”套种模式，以800亩作为示范推广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种植点，示范带动全镇粮食生产的发展。图为近日兴隆社区坝
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工人正在除草、松土和施肥。 张彩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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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粮食生产聚焦粮食生产

□□ 闫超

“小麦已经收获了，今年又是一个
丰收年！”近日，山东省临邑县富民农
场负责人魏德东看着到手的小麦，眼
里满是喜悦。接下来几天，魏德东将
迎来“三夏”时节最忙碌的时刻。

丰收高产离不开良种。魏德东
说：“农场新品种展示田这个地块的品
种是‘鲁原118’，它是省农科院育种专
家最新选育的优质高产新品种。”据了
解，6 月初，专家组按照山东省高产创
建测产验收办法，对该品种进行了测
产，亩穗数达到 47万多，预计产量 720
公斤左右。近期小麦收获后，经专家
实打测产，最高亩产达到778公斤。

“小麦良种是夏粮丰收的关键要
素之一。没有良种，再好的设备与技
术都很难提升小麦的质量与产量。我
们通过对每个品种长势、特性、抗病能
力、产量等进行对比，选出适合当地种
植的好品种。”魏德东说。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科
学施肥是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
质，增加土壤肥力的有效措施。临邑

县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让土
地“按需吃饭”，有效促进了小麦增产
稳产。

临邑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李庆方表示，施肥不能盲目，要遵循
土壤养分及作物需肥规律。不合理
的施用不仅浪费化肥，还会造成环境
污染。县里通过采用测土配肥技术，
有针对性地为作物补充所需的营养
元素，作物缺什么元素就补充什么元
素，需要多少补多少，实现各种养分
平衡供应，达到提高作物产量，节支
增收的目的。

虽然今年的小麦生产前期经历了
秋汛晚播、苗情偏弱等关口，但通过实
施科技壮苗，落实肥水调控、“一喷三
防”、预防干热风等技术措施，晚播小
麦并没有减产。

临邑县高度重视“吨半粮”生产能
力建设，从播种到分蘖，从拔节到扬
花，从灌浆到收获，农技专家们频繁深
入田间地头对老百姓种粮给予精准的
技术指导，及时解决农户们的生产难
题和诉求，为“吨半粮”创建提供了可
靠的技术保障。该县多次邀请省、市

农技专家分批次组织“科技壮苗”专项
培训班，各村的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各类
生产技术问题及病虫灾情实现了第一
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指导、第一时间解
决。“有了专家们的悉心指导，我学会
了很多新的种植技术，今年夏粮丰收
是‘吨半粮’创建以来的首季战果，可
以说是迎来了‘开门红’。”德平镇种粮
大户郭雨说。

今年 6 月，温度较高，有干热风，
但魏德东丝毫不担心小麦受影响。
农场安装的数十个智能喷灌系统能
给小麦降暑，系统接入土壤检测、小
型气象站、卫星遥感等数据资源，实
时获取水、土、气信息，可精准感知农
情，为农场精准管理生产提供了有力
的依据。

在富民农场东侧，投资 1500 万
元、建筑面积 5520 平方米的数字农业
服务中心正在紧张施工中。该中心立
足于生产端，建成后可为农户、新型经
营主体提供主要农作物、农机、灌溉用
水等精确指导，实现对生产过程的可
视化、数据化、标准化管理。

良种挑头、配肥打底

山东临邑“吨半粮”创建“开门红”

当前，南方早稻陆续进入抽穗
扬花和灌浆期，距离大面积收获不
足一个月时间，是产量形成的关键
期。今年早稻落谷以来，江南地区
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日照偏
少，5月份持续低温阴雨，导致江西、
湖南、湖北部分地区早稻分蘖减少、
生育进程推迟；华南地区气温总体
正常，降水和日照偏多，但5月中下
旬持续低温，不利于早稻幼穗分化，
部分地区生育期推迟7—10天，增加
了后茬晚稻安全齐穗的风险。针对
当前生产形势和气象条件，要牢固
树立抗灾夺丰收的思想，以“肥水运
筹提产量、防控病虫减损失、颗粒归
仓保丰收”为重点，加强田间管理，
强化“两促四防”，促灌浆、促早熟，
防高温、防洪涝、防病虫、防早衰，确
保早稻稳产增产。

因苗施肥长穗增重。因地因苗
施好穗粒肥，促进大穗形成和提高
籽粒充实度。对一二类苗，重点在
倒二叶期施好保花肥，防止颖花退
化，促进大穗形成。对群体偏小、长
势较弱的田块，提前在倒三叶抽出
时施肥，促花与保花相结合。穗肥
按每亩氮肥3—5公斤、钾肥3—5公
斤进行施用。抽穗后看苗补施壮籽
肥，一般亩施尿素 1—2 公斤或施用
叶面肥，增强后期叶片光合能力，促
进籽粒灌浆结实。

科学管水养根护叶。如遇强降
水和连续降雨，要及时排水露田，提
高根系活力。抽穗扬花期若出现持
续35℃以上高温天气，要及时灌4—
5 厘米深水，降低穗层温度，有条件
的地方可采取日灌夜排，调节群体小气候，提高
结实率。灌浆结实期要保持田间干干湿湿，以湿
为主，提高土壤供氧能力，保持植株根系活力，实
现养根护叶。后期切忌断水过早，防止早衰和高
温逼熟。

突出重点防病治虫。以水稻“两迁”害虫、
稻瘟病、纹枯病等病虫害为重点，加强监测预警，
根据天气变化适当增加病虫调查次数，实时掌握
病虫发生情况。大力推行集中连片的专业化统
防统治，提高防治效果，减少农药用量，有效减轻
病虫害造成的产量损失，确保早稻稳产增产。
若遇连续降雨天气，要在雨歇期及时喷施低毒
高效农药。

适时收获颗粒归仓。早稻收获期间遭遇连续
高温、暴雨易出现穗发芽，降低单产和品质。各地
要提早做好物资和技术准备，适时抢晴收获，大力
推进带秸秆粉碎装置的机械化联合收脱，提高收
获效率。一般在齐穗后25天左右、全穗失去绿色、
颖壳90%变黄时收获，避免出现“割青”现象。提倡
集中烘干，避免霉变，做到颗粒归仓。

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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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开化县大溪边乡高粱红党建联盟的“共富学堂”开班，来自淳安县和
开化县的50多名学员在上安村乡村振兴讲堂接受培训。图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
特派员吕学高（右二）在田间地头现场教学。 徐翰文 摄

□□ 张国盛 蒲柄全

“又甜又脆，口感好得很！”6 月 12
日，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彭家乡白阳
村脆李产业园内，一个个形态饱满圆润
的李子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十分惹人
喜爱。李子林中，游客和市民提着小篮
子，正在体验采摘和品尝的乐趣。

该产业园工作人员顾培菊告诉笔
者，园区5年前在白阳村流转土地100亩
栽植新品种“五月脆”李子树，今年已达
到盛果期，“每亩李树可产李子 4000斤，
亩产值在3.5万元以上。”

发展特色水果产业与乡村旅游相结
合，通过农旅结合达到以旅促农、以农强
旅，正是该产业园多年坚持的发展理
念。“李子产业园挂果这几年，我们不用

将李子送到市场上销售，丰收季节只需
半个来月时间，进园采摘的游客就把李
子购买完了。”顾培菊说。

近年来，彭家乡紧扣广安区“2+6”产
业体系，结合全区南部片区产业发展要求，
通过成立李子行业协会党支部，建立西南
大学专家工作站，招引有实力、有技术、有
销售渠道的农业业主和组织，着力打造“目
光所至，都是‘李’”的产业布局，形成“家的
方向，都是‘李’”的文化氛围，实现“鸟语花
香，都是‘李’”的家乡记忆。

据悉，该乡已在白阳村、古佛村等村
规模发展李子产业 5884 亩，目前已有
1200亩实现挂果。该乡通过广泛宣传吸
引游客和市民前来该乡开展生态观光和品
尝采摘活动，实现“园区变景区、产品变商
品、产业变风景”，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四川广安市彭家乡
脆李生产带农增收

□□ 王磊 王理

夏收时节，安徽省萧县青龙镇路口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土地托管的 860亩
小麦喜获丰收，一辆辆收割机弛聘在金
色的麦田里，饱满的麦粒粒粒归仓，运粮
车来回运输收获的麦子，大家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萧县青龙镇路口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是青龙镇路口村党总支创办的合作
社，依托合作社进行土地托管，分批次整
合分散地块，为规模化种植和机械化生
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实现了“支部有作
为、党员起作用、群众得实惠、集体增收
入”，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曾经路口村各家各户分散种植，经济
效益低，村民收入普遍不高。为了改变这
种现状，2021年9月，路口村流转土地860

亩，由合作社统一种植、管理、销售。
路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

四军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丰收季，今
年风调雨顺，小麦大丰收，接下来我们将
种植玉米，去除全年的农资投资，加上人
工成本，算上以后，总体是盈利的，在保
证社员每亩地保底收入 900 元的同时，
我们盈利的部分将用于水利建设、人居
环境整治等公益事业。我们还会继续扩
大土地托管规模，力争今年秋季达到
1100亩。”

通过规模化经营和先进技术的推广
应用，路口村的小麦种植成本从原先单
独种植的 650 元/亩，降低到了现在的
450元/亩，因为空闲出了大量时间，村民
们纷纷外出打工，也为有意到合作社务
工的群众提供就业机会，直接增加经济
收入，路口村的经济进一步得到了活跃。

安徽萧县路口村
合作社规模化种粮节本增效

□□ 商贺 孟颖

初夏至，“红果”熟。走进山东省阳
谷县大布乡薛楼村的圣女果种植大棚
内，只见一排排圣女果枝杈上硕果累累，
几名农妇正忙着采摘装箱，红彤彤的圣
女果映红了村民们的笑脸。

“蔬菜合作社的员工每周都做一次
核酸检测，日常正确佩戴口罩，棚内外每
天有专人负责三次消杀。我们有信心做
到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不误。”薛楼村
党支部书记薛丁营说，合作社一边做好
疫情防控，一边在塑造安心蔬果、升级服
务理念、拓展合作营销、产品转型升级上
下功夫，积极向市场提供蔬菜瓜果。

“今年的圣女果长势喜人，亩产8000
到 1 万斤，每斤价格在 3 元到 7 元不等。
以前主要销往省外，但今年受疫情影响，
省外发货减少，不过在当地及省内也很
畅销，并没有影响收益。”薛丁营介绍，圣

女果从3月开始可持续采收到7月，如今
已采收20余吨。

四年前，薛楼村村民开始大力发展蔬
菜大棚种植，支部书记薛丁营带领党支部
成立了丁营蔬菜种植合作社。2021年以
来，合作社决定放弃以前的传统蔬菜品
种种植，转而发展高产高效的圣女果。

建立“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后，
薛丁营带动农户以土地流转、就近务工、
入股分红等方式增收致富，结合村情和
市场需求，合作社最终确定栽种“千禧”
和“贝贝”品种。为了保证产品产量与质
量，合作社专门聘请技术员长期驻点，全
程跟踪圣女果的长势，保障了生产出来
的圣女果品质优良。

“没想到这几年圣女果的销量这么
好，说明我们薛楼村是适合圣女果的生
长，不仅品质好，品相也好。下一步我们
准备多引起一些品种，形成一个圣女果
大观园，谋求效益最大化。”薛丁营说。

山东阳谷县薛楼村
圣女果种植收益好

□□ 李多仁 梅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三夏”农事忙，插秧正当时。连
日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各
地稻农们抢抓农时、人机齐上，开展
水稻插秧作业，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
齐划一地排列在稻田，预示着又一年
丰收。

在茫汗苏木苏日图嘎查利佳家庭
农场，种植户斯日古楞一家正在稻田
里忙碌着，起苗、运苗，把一捆捆秧苗
放置在插秧机上进行机械插秧。随着
插秧机前行，一行行秧苗迅速、整齐地
铺展在田地里，一会儿工夫，稻田就披
上了一层绿色的新装。

斯日古楞一家于 2017 年成立利
佳家庭农场，本着生态种植的理念，
依托经过 20 年休养的黏土黑土地资
源，发展水稻种植，同时探索引进“稻
蟹共生”种养殖新模式，在稻田中套

养河蟹，通过稻养蟹、蟹育稻，形成
良性生态循环，既改善了稻田土壤
质量，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资源
利用率。

一水两用，一地双收。如今，农场
水稻生产基地已经从 55亩发展到 230
亩。2021年，蟹田大米亩产量达到800
余斤，总产量近 20 万斤，水稻收入达
到 10 余万元，螃蟹养殖纯收入达 5 万
余元。

“今年，计划向‘可视农业’发展，
一方面通过安装摄像头，将稻田生产
和河蟹养殖过程全方位向顾客展示；
另一方面在稻田附近建设体验馆，将
稻田打造成可观光、可体验的互动式
种植养殖基地。”斯日古楞信心满满地
计划着今后的发展方向。

库伦镇前协力花村村民白忠也正
抢抓农时进行人工插秧，与其他地区
不同的是，这里的水稻用纯天然泉水
灌溉，加上当地肥沃的土地，为培育独

特水稻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该村出产的泉水大米深受当地及周边
顾客的青睐。

白忠告诉记者：“去年一亩地打了
1000斤，一共才 6亩地，产量就达到了
6000余斤。”

库伦镇前协力花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建明介绍说：“前协力花
村 4 个自然小组种植水稻，面积达到
1200 亩左右，大部分水稻都采用天然
泉水灌溉，年产量能达到120万斤。”

立足农业，不止农业。近年来，
库伦旗各地积极探索水稻种植模式，
改革和打破传统种植技术壁垒，不断
优化提升种植技术，从根本上实现了
产量最大化、质量最优化。今年，全
旗水稻种植面积达 3 万余亩，预计稻
谷总产量达到 15000 余吨，正努力打
造集聚农业种养和文旅观光的高标
准稻田，走出独具地域特色的乡村振
兴路。

内蒙古库伦旗发展水稻生产

高标准稻田生态种养一地多收

□□ 王琳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今年全县 65 万余亩小麦平均亩产
达 650.3 公斤，每亩增产 57.5 公斤，增幅
9.7%，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日前记者
从河南省武陟县农业农村局获得的喜讯。

“6 月 9 日至 13 日，我们对全县小麦
进行实产实收调查，共选取 157 家农户、
经营主体作为调查样本，平均亩产达
650.3 公斤；最高亩产 825 公斤，为圪垱店
镇邢庄村村民王明利种的 3 亩小麦！”6
月 14 日，当武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
锡成谈起测产结果后依然有些激动，“小
麦平均亩产突破历史纪录，是全县大力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取得的
重要成果。”

近年来，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的
武陟县，牢固树立粮食安全理念，全力抓
好土地、科技、种子、人才等关键要素，持
续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多措并举强化技
术服务，推广应用优良品种，挖掘培养农
业现代化人才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智慧化
程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小麦丰
产丰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武陟县不
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连续多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模和投入资金居焦作市首位。
目前，全县已建成高标准农田45.33万亩，
形成了“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
涝能排”的标准化农田格局，为粮食稳产
高产提供了基础保障。

“我们合作社现流转土地 500 亩，去
年投资 150 多万元，进行高标准农田建

设，今年一口气种了 500多亩优质专用小
麦和玉米，优质专用小麦比普通小麦每公
斤多卖 0.05 元，加上高标准良田增产增
收，预计一亩地能增收 200多元。”武陟县
北郭乡岳马蓬村保红农业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岳保红介绍。

在大力改善农田基础条件的同时，武
陟县高度重视农业科技的应用，持续推广
等行精播匀播、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
化、微生物干预植物减害等先进技术，大
力开展“科技壮苗”行动，因地因苗狠抓田
间管理。在小麦抽穗扬花期，通过政府采
购服务，出动植保无人机250余架，免费对
全县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小麦灌
浆期，免费发放16.58万袋农药、80.21万袋
磷酸二氢钾，组织指导农民开展两次喷防，
有效控制了小麦重大病虫害的发生危害，

补充了小麦生长营养，延长了灌浆时间，
穗粒数和千粒重较往年都有显著增加。

“小麦增产，收入提高，俺今后种粮更
有信心了。”武陟县大封镇老催庄村种粮
大户邱玉军的小麦获得高产后，他难掩心
中喜悦，“焦作市农业农村局、焦作市科技
局联合对我们使用磷酸二氢钾试验田进
行现场实打验收，60 亩中低产田喜获丰
收，亩产达716.5公斤，与对照田相比每亩
增产156.5公斤，增幅27.9%。”

武陟县通过成立农民田间学校、持续
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利用新媒体平台进
行农技宣传培训，以及发挥种粮大户、科技
示范户的带动作用等一系列举措，构建了
一支以农技专家为核心，乡土专家、高素质
农民和科技示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业人才
体系，帮助农民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良田良法支撑 河南武陟小麦亩产创新高

编
者
按眼下，“三夏”生产正如火如荼进

行，各地小麦丰收喜讯不断；水稻、大
豆、玉米等秋粮陆续播种；南方早稻
进入抽穗扬花和灌浆期，田野里从南
到北一片繁忙景象。从中央到地方
都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各地严格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千方百计稳定粮
食面积，出台支持政策，调动农民积
极性。

图为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农民正在插秧。 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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