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48 亩麦田里的“科技活儿”

�

麦浪滚滚、机声隆隆。记者日

前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

道兰花塘高标准农田麦收现场看

到，

5

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

力抢收小麦， 运输车辆及时有序

地将收获的小麦运离， 一派丰收

景象十分喜人。

兰 花 塘 高 标 准 农 田 面 积

4248

亩，全部种植粮食。 桥林街

道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宏明介

绍， 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前，兰花塘社区地块分散零乱，每

年种植水稻约

1800

亩、旱杂粮约

400

亩，旱不能灌，涝不能排，是

典型的低产田。

如果说高标准农田是粮食高

产稳产的保障， 那么兰花塘高标

准农田粮食种植各个环节均有科

技赋能，更让种粮农户信心倍增。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新一轮千亿

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浦口区试

点采用“科研院校专家团队

+

粮

油规模种植主体”组合模式，开展

粮油单产提升课题攻关。 通过提

高关键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培

育一批粮油规模种植能手和高产

典型， 将专家产量转化为农民产

量，典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更

好示范带动大面积的均衡增产。

在种粮大户邵立昌看来，今

年小麦丰产丰收， 一方面得益于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的小麦新

品种， 另一方面是普遍采用了南

京农业大学姜东教授团队的小麦

高效栽培新技术。

在小麦栽培技术上， 邵立昌

起初和专家“各执一词”。 用种量

方面， 他的经验是采用高密度大

播量种植方法， 而专家建议根据

土壤肥力、播期、品种分蘖特性 、

目标产量确定播种量； 肥料施用

方面，他一直认为要多施返青肥，

专家则主张“因苗施肥 ”，根据苗

情长势情况合理追肥， 重施拔节

肥和孕穗肥。

邵立昌决定进行“对比种

植”。 如今麦子成熟了，对比结果

也出来了， 采用小麦高效栽培新

技术的田块亩产同比高出

150

斤

以上。 邵立昌说，按照专家建议的

种植方案，每亩地还可以少用

40

斤种子和

30

斤肥料，不仅产量提

高了，种植成本也降低了。

坐落在浦口区境内的南京国

家农创中心， 近年来对兰花塘社

区粮食种植持续给予科技加持 。

中心引进的沈其荣院士团队，对

兰花塘高标准农田近百亩小麦进

行了施用生物有机肥试验， 从测

产数据看， 化肥总体减量

35%

左

右， 小麦产量仍高于周边农户平

均种植水平。 团队成员宋克超说，

生物有机肥本身有对土壤养分活

化的作用，通过调控土壤微生物，

让土壤更健康， 从而提升土壤地

力，使得小麦根系更发达，而且不

容易生病。

记者来到同样落户在南京国

家农创中心的农芯（南京）智慧农

业研究院， 兰花塘社区的空气湿

度、土壤墒情、小麦长势等农情在

智慧大屏上实时可见。 赵春江“院

士工作站”成员、农芯（南京）智慧

农业研究院浦口数字乡村项目负

责人谢鹏说， 利用卫星遥感可以

实时监测每块田里小麦的成熟

度，并用颜色分级，以此进行收割

排序。

卫 星遥感监测是浦口区“数字

大田”现实应用之一。 赵春江院士

团队承担了浦口区国家级数字乡

村试点建设项目， 打造出涵盖农

水、农机、农情、农事四方面的“数

字大田”管理模式。

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同志介绍，目前，全区已引进和培

育

150

多家涉农高科技企业，涵

盖育种、栽培、土肥、植保、农机、

加工等多领域、多环节，南京国家

农创中心已累计引进院士团队

9

个，建设“院士工作站”

2

个。

（高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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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阴

“变形金刚”烘粮忙

近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的润沃综合农

事服务中心，机器声轰鸣 ，烘干机正开足马力烘

干小麦。 烘干完毕 ，眼前的这台烘干机却变起身

来———出粮管道几乎对半折叠 ，烘干仓一层层下

降 ，三下五除二的工夫 ，整台机器体积缩小近一

半，犹如现实版的“变形金刚”！

“烘干机可以收缩和移动，因此服务半径是

流动的，在田间地头就能烘干粮食，而且只需十

多分钟，机器就能完成升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加工所研究员邢福国告诉记者，这台可移动

牵引式烘干机，安装方便 ，收缩自如，具备跨区作

业能力。

一台粮食烘干机，为啥要能“变”又

得会“跑”呢？

农谚有云“抢收快打，免受糟蹋”。 邢福国深

有同感 ，他说粮食收获讲究的就是“快 ”和“抢”，

然而，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例如

2023

年河

南地区遭遇“烂场雨 ”，大面积小麦发芽霉变 ，反

映出我国烘干装备及作业能力在应对灾害天气

方面存在薄弱缺口，从粮食烘干角度提高粮食防

灾减灾能力的需求十分迫切。

为了使“跑赢”灾害天气变成可能，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联合农业农村部南京

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和山东优诺科农业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创制了可移动烘干机，干脆直接让

机器走到田头，第一时间进行粮食烘干。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

谢焕雄介绍，与传统的固定式烘干塔不同 ，移动

式烘干机配备了轮子 ，便于移动，烘干仓壁分成

多层 ，由小到大嵌套 ，可以像伸缩杆一样伸长与

缩短 ， 收缩后的高度从工作状态的

8 . 45

米降至

4 . 3

米，能够自如地通过道路限高杆。“移动式烘

干机具备多作业点工作能力，因此也能满足应急

跨区支援，对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具有重要意义。 ”

谢焕雄说。

问题来了， 在没有电源的户外，如

何烘干粮食？

据介绍，移动式烘干机摆脱了对固定电源的

依赖 ，采取双动力转换 ，可使用柴油、天然气 、液

化气 、丙烷等多种燃料 ，也可以利用拖拉机为机

器“点火”。 谢焕雄解释：“拖拉机的动力输出轴

与烘干机连接 ，在野外工作时，通过拖拉机动力

输出即可驱动烘干机内部的发电机，从而为控制

系统及燃烧器供电。 ”

户外烘干，粮食品质丝毫不打折扣 。 邢福国

告诉记者， 移动式烘干机日处理粮食量可达

80

至

100

吨，多台烘干机可统一控制 、联合作业，烘

干机内置的热风仓可以使热效率高达

95%

，明显

优于固定式烘干机，粮食降水速率可达到每小时

4%~5%

，是普通批式循环谷物干燥机的

4

倍。 每

小时风力

45000

立方米 ，正向送风类似于自然干

燥 ，使烘干无死角 ，谷物受热更加均匀 ，爆腰率、

破损率、裂纹率、不均匀率等更低，谷物不易焦

糊、变色。 烘干后的粮食容重增加，达到

760

克

/

升，超过一等粮标准，有效减少粮食烘干损失 ，保

证了粮食品质。

“小农户粮食产量少 ，过去很少去烘干塔烘

干粮食，现在机器直接来到地里 ，只烘干几吨粮

也可以 ，满足小农户粮食干燥需求的同时，还节

约了谷物运输成本。 ”邢福国算了一笔经济账，以

烘干

100

吨玉米为例 ，移动式烘干机的烘干时间

为

20

小时，燃料费用

4500

元 ，烘干机操作难度

低，每班次只需

1

人值守 ，人工成本

538

元 ，烘干

成本共计

0 . 032

元

/

斤，而使用烘干塔的成本为

0 . 041

元

/

斤。“别小看这每斤

0 . 011

元的差价 ，

100

吨的粮食能省下

2000

多元！ ”不仅如此 ，邢

福国说， 移动式烘干机不需要占用建设用地指

标，更加大幅度节省了建设的成本。

在烘干现场， 只见工作人员点点手机软件 ，

机器的上料电机、 除尘风机等便自动运行了起

来。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移动式烘干机的绿色

智能控制系统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眼前这台烘

干机的监控画面和所在位置。 谢焕雄说：“通过系

统 ，我们可以调取全国移动式烘干机的地理位置

信息，甚至可以进行远程控制 ，未来，移动式烘干

机将不断支撑全国跨区支援和确保应急作业常

态化持续运行。 ”说罢，农事服务中心门前的小麦

烘干完毕 ，一辆拖拉机牵引着烘干机，向乡间小

路驶去……

（刘趁）

科企合作

构建马铃薯品种选育与开发新模式

�7

月

8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

马铃薯新品种选育与开发的签

约仪式， 以与企业联合选育优

质鲜食与加工专用新品种。 蔬

菜花卉所的所长张友军出席签

约仪式， 会议由蔬菜花卉所科

研处李蕾处长主持。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是蔬菜花卉学科唯一的

国家级公益性专业研究机构 ，

建有蔬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

验室等

23

个省部级以上科研

平台。 蔬菜花卉所马铃薯团队

历经多年发展， 在马铃薯遗传

育种与栽培学科基础、 应用基

础和应用研究方面国内领先 ，

先后育成了中薯

27

、中薯

49

和

中薯早

35

等

51

个中薯系列新

品种，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0

余

项。 近年来，蔬菜花卉所马铃薯

团队在河北坝上地区开展中薯

系列技术示范，取得显著成效。

签约双方均表示， 本次合

作签署必将加快推进中国农科

院蔬菜花卉所马铃薯团队科技

成果的转化， 助力新时代中国

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王泽农）

黑龙江省黑河市

培育出高寒露地栽培车厘子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在北

纬

50°

的高寒山区培育出露地栽

培车厘子，目前，选种育苗试验获

得成功，已进入推广阶段。

走 进 西 峰 山 乡 馋 野 集 团

1350

亩的种植基地，果树 、中草

药材生机盎然。 特色种植产业为

该乡农业发展如虎添翼， 特别是

露地栽培车厘子技术日臻成熟 。

这里，将成为继辽宁大连之后，北

上跨越

1500

公里境内，东北地区

第二个成功在露地种植车厘子的

基地。 西峰山乡馋野集团负责人

张富伟为此深耕

15

年， 选种育

苗、不断实验、反复验证，最终挑

选出美早、俄罗斯

8

号、龙珠 、沙

王、 金顶红等十余种适合本地区

种植的车厘子品种。

基地的科研团队摸索出来的

一种创新种植技术， 即匍匐栽培

技术。 匍匐栽培技术有利于增强

果树越冬时的耐寒能力，据介绍，

该基地已在今年春天完成了

10

万多棵车厘子树苗的栽种。 眼下，

该基地的任务以繁育车厘子种苗

为主要， 种苗繁育成熟后便可供

给到周边的种植户手中。

近年来， 西峰山乡走“特 ”

“优”之路，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

新，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开辟“耕”

新科技强农“新赛道”，有效拓宽

了农民增收渠道， 点燃了乡村振

兴“新引擎”。

(

王娜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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