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广袤的阜新大地上，丰收的喜悦弥

漫在每一处角落，百万亩农业单产提升攻

坚行动完美收官。 实地测产结果表明，辽

宁省阜新市新建玉米单产提升项目区亩

均产量在 2000 斤左右， 较普通地块增产

500 斤， 多个智能化控制示范区实现“吨

粮田”，阜新县最高亩产达 2400 斤，彰武

县最高亩产达 2200 斤， 彰武县沙化耕地

单产较非项目区翻一番，全市粮食产量有

望再创新高，实现历史性突破。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生

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粮食增产的

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 农业农

村部把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粮食生产

的头号工程。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市，少

雨缺水。 等雨播种、靠天吃饭，曾是其农

业生产长期痛点。 近年来，阜新市聚焦

辽宁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充分利用降水少、光热资源好的自然禀

赋，扬长避短、变劣势为优势，紧紧抓住

耕地、品种、技术等增产关键因素，通过

构建稳定的农田供水系统和水肥精准

施用系统， 推广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

术， 大面积推广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

升。 2024 年在全市实施单产提升面积达

109.44 万亩， 打造 16 个单产提升精品

区，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

给能力。

实施单产提升增粮增效工程， 突出

“五良” 配套， 探索生产技术集成模

式———

密植技术是关键

阳光洒落， 阜新市蒙古族自治县大

固本镇大固本村玉米单产提升地块，收

割的玉米如金色瀑布般倾泻入仓。“自

从我们区域实施了单产提升，加大了种

植密度，很多地块单产测出了亩产 1050

公斤以上。 ”阜新县通达农机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马亮道出了新变化，今年整体

上比常规每亩地单产提升 300 斤以上。

作为全国首批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

程的试点县， 彰武县耕地面积约 270 万

亩，近 70%都用来种植玉米。“今年全县

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总面积达 40 万亩，实

施玉米单产提升的地块，取得了亩产平

均增加近 519 斤的好成绩。”彰武县委书

记杨家佳介绍，今年全县采用了密植技

术， 原来种植密度为每亩 4000 株左右，

现在增加到每亩 5500 株左右。这种密植

技术可以保障玉米的通风和透光，实现

节水节肥与单产提升协同推进。

在当地， 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

术正在推广使用。 彰武县五峰镇大有亨

村 1000 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示范区，辽

宁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研究员张

书萍如数家珍：“这片玉米种植区域，种

植密度由原来每亩 4000 株增加到 6000

株 。 同时应用智慧农业水肥一体化系

统，实现全周期精准化作业。 等到机械

化收割环节时，机械化损失率也会减少

到 5%左右，起到很大增产效果。 ”

阜新县惠广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朱洪武有直观感受：“技术有指导，种植

有补贴 ， 以前我们种植大豆每亩大概

8000 株。 今年实施单产提升工程，每亩

保苗数达到 1.36 万株， 一亩地增收 700

元，产量和品质都大大提升。 ”

近年来， 阜新市锚定建设农业强市

目标，将保护性耕作与单产提升技术深

度融合，探索出绿色、高产高效、可持续

发展的生产技术集成模式，突出“良田、

良种、良法、良机、良制”系统集成和“主

导品种、主推技术、主力机型 ”系统融

合，集中推广增产关键技术，引领农业

科技不断创新。

构建稳定的农田供水系统和滴灌水

肥精准施用系 统 ， 促 进 水 肥 高 效 利

用———

节水节肥还增产

“以往种植大豆时， 我们不懂得打

控旺剂，导致大豆出现倒伏情况。 今年，

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专家指导下，掌握

了施用控旺剂的方式，让我们种植户更

安心，增产信心也更足。 ”有了专家的良

方，马亮自信满满。

今年， 阜新县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

程 20 万亩， 大豆单产提升工程 5 万亩，

通过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导航播种、

化学控旺、“一喷多促”、 病虫草害综合

防治等关键技术，大豆项目区普遍增产

40 公斤以上， 部分地块增产 80 公斤以

上，实现大幅增产。

位于阜新县大固本镇的智能化控制

示范区，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浅埋滴灌技

术。 不同于传统的大水漫灌，这些密集

分布的滴灌管，就像延伸到大田里的一

根根毛细血管，将水和肥料输送到玉米

田中，让作物享受“点对点”的滋养 ，整

个过程悄无声息却高效节能。 这项技术

不仅显著节水，还大大节省人力和时间

成本。

阜新市自实施百万亩农业单产提升

工程以来，为了推广相关技术，由阜新

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局牵头，依托

中国农业科学院、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沈阳农业大学的科技力量，组建省级专

家指导团 、市县专家服务团 、基层农技

人员保障团 ，全覆盖 、全过程指导单产

提升关键技术，确保粮食产量。

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合理利用农

业资源， 降低生产成本， 改善生态环

境———

绿色屏障产能升

数字赋能， 推动农业生产向精细

化、高效化、绿色化发展。 阜新市在示范

区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实现在

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壤从宏观

到微观的实时监测， 对农作物生长、发

育状况 、病虫害 、水肥状况以及相应环

境进行定期信息获取，生成动态空间信

息系统，对农业生产中的现象 、过程进

行模拟 ，达到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低

生产成本 ，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农作物

产量和质量的目的。

阜新县围绕农机宽窄行作业改修播

种机具 、改装滴灌支架 ，实现乡镇项目

地块逐个落实作业机械、 操作机手，采

取 60%购置补贴的方式， 补贴全县导航

购置 50 台（套）； 购置并组织安装滴灌

带支架 500 套，积极完成乡镇春播、精品

地块电力和水源建设等工作。

自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以

来，阜新市不仅收获了万顷良田，还在

构筑防沙治沙绿色屏障中发挥出色，带

来生态效益的提升。 在彰武县沙化耕地

区，积极推进单产提升项目建设与保护

性耕作技术应用，通过高留茬、免（少）

耕、年际间宽窄行条带式交替种植等保

护性耕作，田间四季有根茬，实现“以茬

锁沙”；亩密度增加 1000 株以上、根量增

加 2 至 3 倍，实现“以密固沙”，这样的

沙化耕地治理技术模式，对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产生积

极影响。

地阜粮丰，地增粮升。 下一步，阜新

市将大面积单产提升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强化科技攻关，辐射带动大面积均

衡增产，推动玉米等主要作物生产能力

迈上新台阶。

（焦宏 于险峰 王文珺）

导 读

近日，在河南省灵

宝市故县镇盘东村，黄

河岸边大片的山药进

入采收季，村民新挖出

的山药，裹着浓浓的泥

土气息。 近年来，故县

镇大力引导群众发展

黄桃、猕猴桃、珍珠枣

油桃等特色产业，乡村

集体经济和农户收入

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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