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防汛救灾

□□ 姚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轻轻扒开表土，查看一下种
子状况；再捏起一小撮儿捻开，
观察判断土壤湿度……日前，在
河北省涿州市刁窝镇小豹子庄
村的村路两旁，已能见到水灾后
复耕播种的耕地。此时，村党支
部书记李伟正蹲在地里，查看前
一天的大白菜播种情况。“有十
几户村民抓紧种上大白菜了。
去年这个时候，大白菜基本上都
种完了。”李伟说。

63岁的村民李景山，正在自
家地里忙活着，他说：“土豆和花
生收完后，就等着 8 月初种大白
菜，谁知一场洪水把地淹了。退
水后，我一直关注着地里状况，看
看啥时候能耕种。昨天下午，看
着达到了耕种条件，立马联系村
里调来旋耕机、播种机，不到2个
小时，4亩地就种完了。”

另一边村民李振生家的地
里，一台旋耕机正“嗡嗡”作响，
尝试着翻地。播种机驾驶员张
春旭说：“如果符合复耕条件，一
会儿也要抓紧把这块地种上。”
他的播种机被洪水泡坏了，退水
后赶紧找人修了修，“怕村里有
人复耕着急，先凑合着用。”

“小豹子庄村共有 700 多亩
耕地，受洪水影响绝大多数农作
物绝收，目前村民已在忙着生产
自救。”李伟介绍，“自 8 月 11 日
下午开始复耕，半天时间就种了
40多亩大白菜。现在，只要符合
复耕条件，大伙儿就会抓紧时间
抢种适宜的作物。”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岳海兴）连日来，受超强台风影
响，黑龙江省遭遇了连续数日的极端强
降雨，多地出现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
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黑龙江省
农科院主动作为，派出13个科技包联专
家组及科技特派员对全省13个地市，尤
其是５个受灾严重的县、市、区开展科
技助农服务，走进受灾严重的田间一线
开展抗灾救灾技术支撑工作，多举措支
撑全省粮食减灾促丰收，以科技之手牢
牢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

“专家，你帮我看看，我这水稻还
有救吗？”“水淹成这样了，我们该咋整
啊？”在省内受灾较重的五常市，黑龙
江省农科院专家们一到村子，附近受
灾的群众就闻讯赶来，问起了自己最
关心的问题，想让专家去自己家里看
看。黑龙江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闫平研究员走到被淹的水稻田
边，一边仔细探查水稻受灾情况，一边
帮群众解答。

据了解，汛情发生后，黑龙江省农

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6名专家第一时间
组团成立“主动靠前，减灾夺粮”五常科
特派服务工作小组，并每人带领一只技
术服务队，下沉到五常市受灾重灾区
的杜家镇、五常镇、安家镇等6个乡镇，
帮助农民和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解
决生产管理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在宁安市、海林市的 12个受灾严
重地区，黑龙江省农科院牡丹江分院
的水稻、玉米、大豆和马铃薯等作物专
家们冒雨走村串巷，深入受灾现场进
行减灾指导，并根据洪涝灾害实际情
况，因地制宜对冲毁耕地复耕和过水
地块后期田间管理提出技术建议，制
定了切实可行的补救技术措施，指导
灾后减灾自救。

与此同时，400多公里外的鹤岗市
东山区、萝北县团结镇等，黑龙江省农
科院水稻研究所也迅速集结了水稻、
大豆和玉米等 8位专家，带着 200份农
业技术资料，深入一线，指导灾后病虫
害防治、作物倒伏抢救。

为及时高效地将防灾减灾技术传

播给每一位农民朋友，黑龙江省农科
院第一时间组织专家，“线上线下”双
管齐下，用科技指导抗灾救灾，尽量把
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守牢粮食
安全底线。组织专家在各类媒体上广
泛传播抗灾促生产技术，通过科技助
农在线帮、农科云等新媒体平台账号，
针对大豆、玉米、水稻及经济作物种
植，畜禽养殖等在涝灾后可能出现的
问题，黑龙江省农科院及时提供针对
性的专题应急技术指导，科技支撑全
省农业生产减灾促丰收，累计超 12万
人次观看。

在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的组织
下，水稻、玉米、大豆领域多名专家第
一时间参与制定《洪涝灾害后农业生
产抗灾自救方案》，科学指导抗灾促丰
收，并已向全省发布。

进农村、联农企、入农户，“一对
一”零距离围绕科技救灾减灾，开展科
技指导。目前，黑龙江省农科院已经
累计派出 110 余名专家深入受灾地块
提供技术指导。

小
豹
子
庄
村
开
始
复
耕
了

黑龙江省农科院：

发挥科技减灾作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

日前，大清河段上游河北省文安县滩里
镇滩里干渠东侧堤防发生决口，洪水向天津静
海区境内急速分泄，抢险工作随即紧张开展。
险情发生后，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中学集中安
置了 500 余名群众。连日来，静海区全力保障
转移群众在集中安置点的生活。

图为在静海区大邱庄中学集中安置点，转
移群众在宿舍内照看孩子。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探访集中安置点
群众生活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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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这里的菜都不愁卖，下午装车，明天
中午就能摆到北京人的餐桌上。”内蒙古赤
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镇长钱龙玉说。多年
的发展，设施农业已经成为宁城县的优势
产业，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反季
节蔬菜更是成了畅销京津冀等城市的“抢
手货”。近年来，宁城县把“菜、果、牛”三大
传统优势产业，作为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铸牢根基。

不仅如此，宁城县以建设美丽宜居新
农村为目标，通过强化机制建设、完善体
系建设，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凝心聚力、久久为功，全面夯实乡村振
兴基础。

如今，宁城县充分发挥产业带动作用，
通过建机制、强措施全民参与打造“净美乡
村”，实现村美、民富、产业强，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做大传统产业 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200米长的大棚种植番茄，越冬茬纯
收入 8万多元，夏茬还能收入 4万多元，这
座大棚保证了一家人的小康生活。”正忙着
采摘番茄的大城子镇农民于兴海说。于兴
海是当地种植温室蔬菜比较早的农户，也
是小有名气的技术员，在经营棚室的同时
注册成立了绿城蔬菜专业合作社，为农民
提供秧苗、肥料、农药、技术及销售服务，年
收入50多万元。

作为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宁城县在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坚持走“山栽果，
川种菜，丘陵地区养肉牛”的产业振兴之
路，带动全县农民每年人均增收超过 1.13
万元，带动脱贫人口增收7300元，全县直接
或间接从事三大产业农户达到9.1万户、26

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近58%。
目前，全县设施农业总面积达到 52

万亩，年产蔬菜 126 万吨，产值 53 亿元。
全县建成辣椒、茄子、番茄、黄瓜、韭菜、食
用菌 6 个万亩设施蔬菜种植园区，64 处日
光温室千亩园区，设施农业专业村 58 个。
注册了“宁城黄瓜”“宁城尖椒”“宁城番
茄”“宁城滑子菇”4 件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一头育肥牛能赚2000多元，我这2个
养殖小区，200 多头牛基本都达到出栏标
准，能赚 40多万元。”宁城县成峰肉牛养殖
基地养殖户倪青志告诉记者。2017年，倪
青志进入养殖小区养牛，多年的养殖经验
让他尝到了肉牛养殖的甜头，现如今儿子、
女儿和他一共经营4个肉牛养殖小区，年收
入100余万元。

宁城县既没有草场更没有草原，但有
154万亩耕地，年产玉米60万吨、秸秆70万
吨。借助这一资源优势，宁城县按照集中、
集聚、集约的发展思路，采取西部丘陵山区
发展基础母牛，东部平川区发展优质母牛
和架子牛，国道508沿线发展育肥牛的产业
布局，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西繁东育”的
产业格局。去年末，全县建成肉牛规模养
殖场 390 处、存栏 1000 头以上的肉牛养殖
小区 61处、养殖规模达到 1万头的肉牛集
聚区2处，全年肉牛存栏达到49万头，出栏
肉牛 36万头，肉牛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109亿元。

宁城县地貌特征为“五山四丘一分
川”，山多人多耕地少，气候温润、日照充
足，适合发展林果业。1995 年，当地培育
出了适合寒冷地区栽植的“寒富苹果”，
获得国家推广认证。宁城县依托自然优
势向群山要效益，建成万亩以上林果乡
镇 6 个、千亩以上林果基地 38 处，果树经
济林面积已达 25 万亩，盛果期面积 8.2 万

亩，年产果品 15.6 万吨，产值 7.8 亿元。
注册了“宁城苹果”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成功培育出了闻名遐迩的宁城富硒
苹果，小城子镇八座台苹果专业合作社
被评为“全国绿色农业富硒果品示范基
地”，富硒宁城苹果被评为“中国十大富
硒品牌”。

“为加快‘菜、果、牛’三大产业发展，
宁城县特别出台了发展规模不设上限、补
贴资金不设上限、考核分值不设上限的

‘三个不设上限’激励政策。”宁城县县长
张海轩说。

发挥龙头引领作用 带动农民共富

“我既是这里的工人又是合作社的股
东，不但务工能有 1万多元的工资收入，年
底还能分红 2万多元。”正在玉米种子基地
忙着拔草的大明镇二肯营子西村村民田志
伟说。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宁城县
充分发挥“农”字号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全
县建成肉鸭全产业链生产加工企业塞飞
亚、肉牛屠宰加工企业东方万旗等农牧业
产业化重点龙企业 50多家，发展规范的农
民合作组织1776家。

围绕设施农业产业，宁城县通过招商
引资开工建设年育苗3亿株的育苗工厂；投
资1.2亿元的宁城首农、投资1.06亿元的北
京吉奥净菜加工项目；投资 10亿元集智慧
种植、中央厨房预制菜加工、冷链仓储物
流、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千喜鹤现代农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投资 3亿元集智慧种植、高
端品种展示为一体的山东智慧农业产业园
项目。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带动能
力强、覆盖面广的优势，通过提供就业、订
单收购、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方式，与广
大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目前，龙头企业带动 9.85 万户农民参
与产业化经营，合作社带动2.4万户农民共
同发展产业。一个个“农”字号龙头企业的
开工建设，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产业工
人，月月领工资。

全民同参与 共同打造净美乡村

腰包日渐鼓起来的农民在物质生活
不断改善的同时，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新的
追求。

“过去垃圾池离得远，我这腿脚不方
便，只能随手丢在路边。现在好了，家家两
个小垃圾桶，还有专人每天早上来回收，谁
要是再往路上乱扔垃圾，我第一个不答
应。”天义镇红庙子村村民张树文说。

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彻底解
决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2020年，宁城县印
发《宁城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系列文件，成
立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推进全县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同时，宁城县按行政村、主要公路沿
线、园区和基地等重点部位划分网格，多网
合一、细化到块，将责任具体落实到村干
部、工作队，确保将责任明确到人。完善村
民自治体系，全面推行农村垃圾处理农户
付费制度，按照每人每年 30元标准收取卫
生保洁费，每个村配备 3-4 名保洁员进行
公共区域日常保洁服务。招标引进航天三
创环保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县财政每年
投入2696.2万元，负责625个自然村的日常
清扫保洁和垃圾收集转运。推进“户集、村
收、乡转、县处”的一体化处理模式，大力推
行垃圾减量“五指分类法”，针对性处理可
腐烂、可燃烧、可变卖等垃圾，实现生活垃
圾源头减量。完善污水处理体系，将农村
水环境治理纳入河长制管理，开展河道“清
四乱”行动，对河道内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
查和清除，完成恢复河道治理23.5公里。

如今，依托县域内 3家粪污处理中心，
集中收集粪污进行有机肥加工，全县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 93%、残膜拾捡率达到
92%、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新增四旁绿化村 5个，栽植绿植 1.36万株，
安装广场、村庄路灯 217盏，街巷硬化 1300
平方米，种花 22万株，群众卫生意识、共建
美丽家园的愿望显著提升。

内蒙古宁城县：

产业兴 百姓富 乡村美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大块的卤牛肉、诱人的烤羊排、散
发着桂花香气的马蹄罐头、冒着热气的酸
菜鱼……日前，宁夏重点预制菜推介展销
会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由宁夏农业农村厅主办，宁夏农垦集
团、贺兰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宁夏预制菜产
业发展推进会暨首届宁夏重点预制菜推
介展销会在宁夏农垦农旅产业园启幕。
本次大会以“宁夏预制菜 知遇新期待”为
主题，充分向全国展示宁夏预制菜产业发
展成果，搭建交流合作和展示展销平台，
进一步推动宁夏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
展。150余家预制菜、农产品、冷链物流企
业携即烹肉制品、自热米饭（火锅）、米面
制品、酱类制品进行展示展销。

活动现场，宁夏5个地级市和宁夏农垦
集团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发布首批100道具
有宁夏特色的优质预制菜品，其中：银川市
推出“鱼”你共享特色鱼肉系列预制菜产
品，涉及清蒸、红烧、酱焖、糖醋等多个烹饪
品系；石嘴山市讲好黄渠桥羊羔肉的品牌
故事，推出黄渠桥爆炒羊羔肉、黄渠桥爆炒

羊肉片等特色菜品；吴忠市充分挖掘“中国
滩羊之乡”的品牌价值，主推“盐池滩羊”系
列菜品；固原市主打六盘山黄牛肉系列产
品，推出红烧牛肉饭、酱牛肉、萝卜炖牛腩、
牛肉酱等地方特色菜；中卫市主打中宁枸
杞系列菜品，推出枸杞窝窝头、枸杞玉米
饼、枸杞养生粥等特色菜品。

场馆内气氛火热，来自宁夏农垦集团
的35家农场公司携带68种产品、28种菜品
参展，还现场制作沙湖大鱼头、前进小龙虾
等预制菜品，邀请与会消费者品尝。农垦
葡萄酒、奶产品、枸杞、连湖大米、农垦食用
油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展销区，展示了宁夏
农垦近年来在特色农产品、食品深加工、农
旅融合等方面的新产品、新品牌、新成果。

近年来，宁夏推进政策集成、要素集
聚、资金集中，重点在主体培育、技术指
导、精深加工、品牌宣传等方面精准发力、
务求突破，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取得了
显著成效。目前，宁夏有近 200家预制菜
加工企业、450多个主要产品，而拥有众多
地域商标、绿色食品标识的宁夏，也正在
快速将这盘“预制菜”越炒越热。

首批100道宁夏特色优质预制菜发布

近日，在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枝荣葡萄家庭农场里，“阳光玫瑰”“醉金香”“巨玫瑰”
“夏黑”等品种的葡萄果实累累，散发出阵阵果香。该葡萄园采用双膜覆盖、滴水灌溉等
设施栽培新技术，有效控制葡萄成熟时间，提升了果实品质，促进了农户增收。图为海虞
镇种植户朱国庆在农场里采摘阳光玫瑰葡萄。 刘文忠 摄

（上接第一版）步入2500平方米科研综合楼
的实验室内，最醒目的一捆捆“稻兜”是实
验室里最重要的实验材料。“这些稻兜都
来自我们的海南育种基地，它们是亲本，
每年一车车从海南运到武汉的实验室。”
实验室负责人介绍，“以前我们研究一个
品种，必须去田间地头把它种出来后，才
能研究它的各种性状。而现在，在实验室
里，我们能通过分子的提取，只用几天的
时间，就能研究出一个品种的性状，这大大
提高了选育优质品种的效率。”

今年 2月，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在
官方推特上转发一则短视频，并用文字推
介：武汉庆发禾盛种子公司的油菜品种
HC—021C在巴基斯坦开花。

“公司靠着技术和服务打开了种子出海
的销路，我们在外持续投入技术培训，组建
由中方技术员领队和巴方成员参加的技术
宣讲团、技术指导团，好品种、好质量自然有
了好口碑。目前，巴基斯坦是中国杂交水稻
种子最大的进口国，我们在巴基斯坦建立了
试验站，进一步立足当地做好品种研发和技
术创新。”庆发禾盛总经理朱晓波说。

武汉国家农创中心“一核两翼”项目
建设运营单位武汉高科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高尚表示，为扶优做强种业企业，武
汉国家农创中心以企业为主体，一体化配
置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着
力培育一批种业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一批

“专精特新”企业，以创新链建设为抓手助
推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

落地生根，科技之花开遍乡
村振兴之路

植物和土壤“不适”可以用微生物菌剂
“治疗”。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唯一共建单
位，康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保
证土壤、植物、水环境健康的“良药”。

恩施州来凤县的凤头姜是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曾达到10
万亩。但从 2009 年开始，姜瘟病—— 一
种土传病害感染了凤头姜，致其叶子枯黄
萎蔫，成片倒伏。一棵姜苗发病，很快就
会扩散到整片姜田，雨水流到哪里就烂到
哪里。传统化学农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这种病害，到 2019年，来凤县凤头姜的种
植面积只剩下不到万亩。康欣的研究团
队进入来凤，把被姜瘟病感染的土壤和植
株带回实验室。经过研究分析，很快就发
现一种叫贝莱斯的菌剂，对姜瘟病治理的
有效率达到90%。来凤凤头姜的“顽疾”终
于得到解决。同样的事例还发生在广西
的柑橘种植园。柑橘黄龙病是柑橘的“癌
症”，化学农药很难治疗，一旦发现，就只
能挖出柑橘树，焚烧根系，整片橘园绝
收。而通过生物农药、功能菌肥的联合
防控处理，很快就能扑灭病害。

6月的武汉格外炎热，在黄陂区高标
准农田旁，有一个16平方米左右的种植环
境信息测报监控点正监测着土壤层水分
含量情况、作物长势、虫情，以及风速、降
雨量、土壤温度、光照等信息。同样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的盐碱地上，改良过根系的
果蔬长势情况，其各个生长阶段土壤的酸
碱度、需水量以及作物的长势、品质信息
等，都被悉数记录……这些田间采集的
所有数据，最终会汇总到武汉国家农创
中心——湖北良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能给农业产业带来怎样的变
化？武汉国家农创中心“神奇土壤算法”
给出了答案。在良顷农业公司内，最吸引
眼球的就是土壤样本室。这里的土块采
自全国各地，经全部打碎后，再均匀混合
进行制样分析，以最大可能保证分析的准
确性。黄陂区祁家湾高标准农田就是应
用了信息化管理技术，建设了种植环境信
息测报监控点，实时监测大气、土壤、病虫
害、作物长势等信息，以自主研发的数据
算法提供科学的技术服务。

提质增效，做好农业“接二
连三”大文章

一片摇曳秀美的芦苇荡在湖北石首长
江岸边绵延近百公里。几年前，出于保护
目的任其自然生长，却出现了严重的植株
退化，芦苇荡陷入自生自灭的困局。2021
年5月，武汉迪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来到
当地，启动建设全球首个万吨级秸秆生物
炼制工厂，炼制酶解木质素和聚乳酸，以作
为生物塑料、生物树脂等高附加值新材料
产品的生产原料，向产业链下游输送。

高活性酶解木质素是从芦苇秸秆中
炼制提取的两大物质之一，炼制技术无污
染、低能耗，以此为原料合成的生物树脂，
可制造出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于航空航
天、轨道交通、医疗器械等高端制造领域，
大大提升芦苇的附加值。在石首工厂，迪
因生物从秸秆中炼制提取的另一大物质，
名叫聚乳酸，以其为原料，可以制作出一
种可完全自然降解的生物塑料。据核算，
万吨级生物炼制工厂每年消耗芦苇 7 万
吨，可代替石油生产生物树脂与塑料，每
年帮助固碳减排近64万吨。

一枚好蛋的诞生，不仅需要聚焦蛋禽
育种环节，还与养殖、饲料生产、蛋品加工、
销售等环节息息相关，来到湖北神丹养殖
基地便会发现，神丹的蛋鸡都住着“豪宅大
院”，每只鸡饲养面积约0.4平方米，是普通
笼养蛋鸡的7倍，蛋鸡有吮毛、沙浴、运动的
自由，享受着优质原粮、科学配餐，实现家禽

“无抗养殖”。一枚小小的鸡蛋要经过清洗
干燥、紫外线杀菌、涂油保鲜、分拣等8道工
序，喷印上网查询的编码才能包装上市。

同样致力于蛋品精深加工的企业还
有都尔霍姆（武汉）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在鸡舍内，随处可见自动传送带和管道设
施，顶棚搭设的自动光照为蛋鸡提供合适
的温度和光照；饲料供给系统定时定量，
保障蛋鸡充足的营养供给；母鸡将蛋产在
专用的蛋箱里，通过自动传送带汇聚一
处，对同一时间段收集的鸡蛋自动打标。
在京东、天猫等平台，记者发现，有机鸡蛋
销售量在同品类中排名靠前，好评率都在
95%以上，客户好评前三的留言分别是：新
鲜、口感好、有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