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位于林州、辉县交界处的欠

十步村有着南太行独特的深山地理优势，

全村现有 19 个自然村， 村民素有做手工

粉条的传统。 郝建军驻村以后，根据当地

山区的地质与气候条件，大力推进红薯种

植，把小红薯发展成了大产业。 他带领村

干部、党员群众通过狠抓红薯产业体系建

设，促进产业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发

展， 在红薯种植前端和加工后端持续发

力，让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从而初步形成

了集“绿色种植、保鲜储存、精深加工、品

牌营销、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

展新格局， 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品牌营销，

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 今年，全村

种植特色优质红薯 400 余亩喜获丰收。

图为 11 月 17 日，河南省林州市临淇

镇欠十步村，安阳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

心派驻该村第一书记郝建军正在帮助 73

岁的留守老人牛伏荣收获晒干的红薯粉

条。 毕兴世 / 摄

河南林州：驻村书记助村民发展“薯”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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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看天吃饭”

种子上了流水线，育秧工厂更“聪明”

走进位于湖南益阳的富佳

科技有限公司，一条育秧播种流

水线正快速运转，分盘、铺土、播

种、覆土、叠盘、码垛、供土、供种

等，全过程实现机械化。

在传送带上，一个个秧盘像

是坐上了电梯，科技感满满。 而

经过改进的叠盘器，能实现秧盘

缓慢降速，避免“急刹车”导致秧

盘中覆土的种子冲出泥土，影响

发芽率，可谓是又快又稳。

益阳富佳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贺雄介绍，在这套流水线

上，只需1.8秒就能出一盘秧，工

作效率一个小时2000盘，一天按

8小时运转，可覆盖500亩以上大

田用秧需求。

经过一系列环节后，秧盘被传

送到育秧大棚。通过智能化数字化

控制 ，这里保持着恒温 、恒湿的

环境。

育秧从大田搬进工厂，不再受

外界气温影响， 用时也大大缩短，

节省出来近20天的时间，种植户们

可以选择生长时间更长，增产更多

的品种。

“有了这套智能系统，育秧不再

‘看天吃饭’， 还能减少因极端天气

影响产生的损失。 而且，以前育秧更

多靠经验，现在实现全机械化，更智

能更精准，发芽率大大提高，还极大

节省了人力成本， 能给农户带来眼

见到的好处。 ”益阳富佳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负责人陈菲说。

智能的育秧工厂， 能感知、会

思考。 依托技术支撑，物联网、大数

据等被运用到设施管理中，传感器

实时传输各种关键数据 。 大屏幕

上，智慧育秧工厂监控系统滚动更

新 ，育秧设备运转情况 、故障信息

一目了然。 同时，通过计算机建模，

可对不同品种的育秧指标进行智

能控制。

富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研发生产农机的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近年来，公司与

湖南农业大学等开展合作，共同攻

关粮食生产机械化薄弱环节。 去

年，农业农村部南方智能育秧（苗）

重点实验室在此落户。

（据《经济日报》）

北大荒薯业集团

备足良种把好生产第一关

从有关部门获悉，目前，北大荒薯业集团

种薯研发中心已经为克山农场种植基地来年

马铃薯的种植，准备了充足的优质种子，为农

场种植户解决了生产第一需。

据了解， 自北大荒薯业集团和克山农场

实施“产业公司 + 基地”一体化改革以来，克

山农场作为北大荒薯业集团的种植基地，负

责为在克山农场境内建厂的北大荒薯业集团

的薯丰公司和全粉公司提供优质马铃薯原

料。 现在，农场每年都要选出 6 万多亩优质无

药害残留、土壤透气好、没有沟洼水线、交通

便利的地块专门种植优质马铃薯。 农场还先

后购进了马铃薯播种机、喷药罐、收获机、大

马力机车等先进机械， 并为大马力机车安装

了卫星导航系统。 基地采取种薯研发中心统

一供种，农场统一提供测土配方肥、统一防病

技术服务，确保马铃薯标准化生产。

种薯研发中心每年都要科学引进优质马

铃薯种薯进行繁育， 科学对比优先选择马铃

薯淀粉含量高、适合本地生长、产量高的马铃

薯种薯和马铃薯原原种进行推广。 今年，种薯

研发中心多次邀请专家进行田间检测， 优先

选择适合本地生长的淀粉含量高、 产量高的

马铃薯种薯进行储存保管。 在种薯入库前，种

薯研发中心对种薯库和薯箱进行严格消毒，

还组织人工挑出破皮、 腐烂变质的马铃薯种

薯，确保种薯质量安全，为明年种植打下良好

基础。 （韩志辉）

农膜回收保管“七要点”

一收。 薄膜育苗后应及时收集，揭膜时应

小心轻揭。特别是地膜比较薄，不要用力过猛，

以免扯破，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二洗。 把揭开的薄膜集中放在冷水里浸

泡，及时清洗，忌用手揉搓和用棒捶打。

三晾。 洗净后，应敞开摊放在阴凉通风处

晾干，不要暴晒，并防止风吹刮破薄膜或内湿

外干。

四补。 晾干后储藏前，将薄膜进行一次全

面检查，如有破损的地方及时补好。

五卷。 用一圆滑木棒做卷心，把薄膜铺平

捆卷，每卷一层撒一层滑石粉，以防薄膜吸潮

粘连。值得注意的是，捆卷时不要有皱褶，以利

于来年使用。

六藏。有两种方法：一是地窖贮藏法，先选

择一间干燥的空屋，在屋里挖一个比薄膜体积

大的坑，长短可依薄膜而定，将窖底垫上砖头

防潮湿，放好膜后加盖板即可；另一种方法是

将薄膜放置在楼上干燥处，防止日晒雨淋。

七查。存放好后，要做到经常检查，以防鼠

咬虫蛀或日晒、潮湿等。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这样才能确保收藏薄膜质量。

（据中国农业信息网）

钾肥市场涨势依旧

还能持续多久

近期，钾肥市场涨势依旧。 国产钾方面，

氯化钾开工情况不佳，大厂货源紧张。 目前，

虽然市场成交氛围不浓厚， 但部分贸易商仍

然惜售，低价货源少之又少。 据悉，11月国产

钾大厂销售顺畅，已提前完成月度计划，有厂

家提前宣布涨价，新的到站报价为2450元，这

也导致市场销售价格涨到2450-2500元。

综合来看， 钾肥市场后市正面临多重因

素交织的影响，形势复杂多变。 农业需求逐渐

恢复， 复合肥企业陆续复工或为钾肥市场带

来新的契机。 尽管当前市场供应充足，但流通

不畅和下游需求不足仍将对价格产生一定抑

制作用。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钾肥市场货源集

中且需求临近，大贸易商挺价意向明显，而国

际钾肥价格或有支撑， 国内钾肥市场或将维

持高位，且继续上行。 （王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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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山西农作物保存资源

85236份，其中杂粮种质资源4万

份， 位居全国首位； 获评全国优

异农作物种质资源 8份， 全国第

三； 移交国家库长期战略保存农

作物种质资源近 3万份， 全国第

一。 畜禽品种（含蜂）75个，6个为

国保品种。 ”近日，在2024年全国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推进

会上，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姚继广介绍说。

无论种类还是数量，山西农

作物种质资源丰富多样。 山西地

处黄河流域中部， 东西两山脉，

南北横跨6个纬度， 地形地貌复

杂， 气候类型多样， 是中华农耕

文明发祥地之一， 素有“小杂粮

王国” 之美誉。 独特的自然地理

条件和悠久的农耕历史孕育了山

西农业版图的另一种禀赋。

如何保护好这些优势资源，

并转化为农业发展引力， 一直是

山西“三农”发展路上的必答题。

今年7月， 山西召开加快推

进种业振兴行动会议暨种业基地

建设培训， 总结种业振兴近 3年

工作成效， 对种业振兴新阶段任

务进行部署和推进。 这之前，山

西召开全省农业种质资源普查电

视电话会， 旨在抓好普查保护，

挖掘特色资源。

省级部署，高位推动。从2022

年开始，围绕种业发展稳优势提地

位，山西就启动了种质资源保护与

利用行动、 种业创新攻关行动、种

业基地提升行动、种业企业扶优行

动、种业市场净化行动等“五大行

动”， 推动山西由种质资源大省向

特色种业强省转变。

政策引领下，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高效组织， 种质资源普查涵

盖了境内山地、 丘陵、 高原、平

原、 盆地等所有生态类型， 全面

摸查了所有地方品种、 培育品

种、 引入品种和野生资源， 实现

了地域范围、 生态 类 型 全 、 物

种 种 类 不 留 空 白。

珍珠玉米 、芹菜 、神池胡麻

等一批优异资源得到挖掘的同

时， 山西构建起基因与活体保存

相结合的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建

立了以省级农作物、畜禽、水产、

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为核心，

10个作物库圃、17个畜禽保种场

区 、5个水产资源场区为支撑的

省级保护体系，其中11个被确定

为国家级保护单位，12个畜禽地

方品种全部列为省保品种， 确保

保得住、保得好。

把普查收集的资源保存好，

防止得而复失， 还要下大力气利

用好，推进鉴定改良、共享交流，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产

业优势。

遵循这个原则，山西坚持保

用结合、 以用促保， 制定省级库

圃管理规范。 育种攻关收集的种

质资源全部移交对应的省级库

圃，完成省级库圃资源系统录入，共

登记70种51209份。 移交国家库长期

战略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近3万份，

畜禽遗传材料 46764份。 从 2022年

起， 山西加快鉴定利用， 累计鉴定

12116份， 挖掘出一批优异种质，向

科研、企业分发2205份（次）。

推进种质资源利用， 山西省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启动大范围的育种

联合攻关，围绕玉米、小麦、大豆、谷

子、 高粱、 马铃薯6种农作物和牛、

羊 、猪等 3种家畜以及黄花菜 、西葫

芦、潞党参等，聚焦种业“卡脖子”关

键技术， 联合省内外具有较强科技

创新能力的科研院校、种业企业，开

展了育种联合攻关。

上下协同，科企协作，山西开展

了 4个国家级和 11个省级育种联合

攻关。 全省新增种业企业162家，总

数达到560家。 新增国家级种业基地

5个，建设省级种业基地74个。

随着育种攻关创新， 种质资源

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优势。 朔州市

平鲁区把红山荞麦作为农民增收致

富的亮点产业全力打造，开发6大系

列 20多个品类产品， 出口日本 、韩

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吕梁市中

阳县与山西农业大学合作， 以普查

收集的野生黑木耳为亲本， 选育色

黑、少筋、高产、耐高温性新品种，大

力发展木耳产业， 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值

赋能。 一批特色资源，在农业产业发

展中焕发出蓬勃生机。 （马玉）

山西种质资源实现两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