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千万”工程

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在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

恰特喀勒克村冬小麦“五良”配

套示范区，今年夏粮收获已经结

束。 示范区实收小麦每亩

708.2

公斤，同比增产

30

公斤

/

亩。 作

为“百亩攻关、千亩创建、万亩示

范”行动示范点，当地以高产增

密、 高效水肥一体化技术为核

心，集成关键技术，推进良田良

机良种良法良制“五良”配套。

示范区小麦种植面积

1078.2

亩，共

5

个条田，采用“缩行增密”

播种技术， 设置等行距

7.5cm

、

12.5cm

、

15cm

三种行距播种的不

同栽培密度示范。 以点带面，示范

区辐射带动了整个阿克苏地区小

麦大面积均衡增产。

今年以来，新疆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紧紧围绕国家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将粮食

产能提升的重点放到提单产上，

在全区深入开展“百亩攻关、千

亩创建、万亩示范”，制定小麦高

产栽培技术方案。

7

月里，霍城县兰干镇茹先

巴克村

500

亩连片冬小麦高产

攻关田， 随机选取

1

个百亩以

上地块开展实收实测， 实收面

积

154 . 2

亩， 去杂后按

13%

标

准含水量折算， 小麦实际单产

为

795 . 8

公斤

/

亩，是目前农业

农村部小麦专家组认定的

2024

年全国冬小麦百亩连片最高单

产。 兰干镇茹先巴克村

1200

亩

连片冬小麦高产创建田， 随机

选取

2

个百亩以上地块开展实

收实测，小麦实际单产为

756 . 2

公斤

/

亩， 是目前农业农村部

小麦专家组认定的

2024

年全

国冬小麦千亩连片最高单产。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种

羊场井灌区

10490

亩连片冬小

麦高产示范田，随机选取

4

个百

亩以上地块开展实收实测，实收

面积

619.45

亩， 小麦实收单产

为

720.39

公斤

/

亩 ， 创 下 目 前

2024

年全国冬小麦万亩连片最高

单产。

据国家统计局关于

2024

年夏

粮产量数据的公告， 新疆夏粮单产

394.59

公斤

/

亩， 较上年增加

7.28

公斤

/

亩，单产增量居全国前列。

水地保障

促使地力潜能充分释放

年初以来， 自治区水利厅会同

农业农村、林业与草原、气象、水文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供用水单

位综合研判全区气象、水文及河道

来水、水库蓄水、地下水等情况，分

析研判灌溉供水工作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指导各地细化流域区域调

度、抗旱应急保供等措施 ，切实提

高供水质效。

和田地区今年水情较上年偏少

的情况下， 经过水利系统的精准调

配，大部分区域小麦灌溉达到

5

次，

与去年持平。 阿克苏地区今年大河

来水多，引水量也较上年同期增多，

春灌计划供水面积和累计完成灌溉

面积均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新疆各地持续加强调水节水

蓄水增水能力建设，探索建立与灌

溉制度相适应的轮作制度。 今年，

全区田间高效节水和水肥一体化

覆盖面积达

6878

万亩， 占耕地总

面积的

65%

左右。 春灌期间（

1-5

月），全区农业累计供水

126.24

亿

立方米， 较上年同期多供

7.03

亿

立方米。 近三年来，已恢复因水资

源短缺弃耕的复垦面积

700

余万

亩，农业生产空间得到极大拓展。

在做好用水保障的同时，新疆

还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

5558

万亩， 占耕

地面积的

52.5%

，为小麦大面积单

产提升提供了有力地力支撑。

在

35

个种粮大县之一的额敏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小块地整合

为大块条田，减少了田埂、渠道、路

边占用的土地，既增加了耕地面积，

又便于了大型农机具作业。 基础设

施建设得到提升后，实现了“田成方、

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通

过建设高标准农田，额敏县今年小麦

预计每亩增产

80

公斤。

科技装备支撑

让全年粮食丰产底气足

7

月

10

日，昌吉回族自治州小

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奇台

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举行。 践行

“减损就是增产”理念，引导广大小

麦收割机操作手比学赶超， 提升节

粮减损意识， 减少粮食收获环节损

失，力争将损失率控制在

1%

以内。

“三夏”期间，昌吉州农机技术

人员深入农机合作社、 农机大户，

指导机具检修， 共检修小麦联合收

割机

1312

台， 确保小麦收获机技

术状态完好。 组织农机驾驶员开展

小麦机收减损技术培训， 培训农机

手

2351

人次， 有效提升机手节粮

减损意识及规范化操作、 标准化作

业水平。

今年以来，新疆聚焦小麦耕整地、

缩行增密等增产关键环节， 加快高效

专用农机装备创新研发， 淘汰落后机

械。 加快机械化与农艺制度、智能信息

技术、 农业经营方式、 农田建设相融

合，以机落技提产能，全区小麦机械化

水平达

99.5%

。 同时，聚集疆内外科研

资源力量， 持续抓好粮食种业核心技

术攻关，组织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研究

确定小麦、玉米主导品种，并向社会发

布，从源头解决粮食增产“芯片”问题。

此外， 还发挥自治区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科研院所专家作用，建立基层

蹲点包联工作机制， 集成推广良田良

种良机良法，抓好高产密植、干播湿出

等主推技术应用。

下一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

认真分析总结小麦创高产的成功经

验， 为今后大范围示范推广、 大面

积提升小麦单产提供技术支撑。 同

时， 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和农业

防灾减灾，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

收，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新疆

贡献。 （李道忠）

近日，在广西农垦集团龙北农场公

司五里桥特早熟温州蜜柑基地里，工人

正忙着将采摘下来的特早熟柑进行拣

选、称重、装车。 这些特早熟蜜柑口感

好、品质佳，已被外地收购商早早预订，

收购价达每公斤

5.2

元。 今年，龙北农

场公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采用水肥

一体、轨道运输、无人机等农业设施设

备，加强对自主经营特色水果示范基地

管理，着力抓好特早熟柑品质提升。 五

里桥特早熟温州蜜柑基地今年已正式

投产，预计产量达

25

万斤。

（梁民山 文

/

图）

建设特色水果示范基地

当前，新疆夏粮收获进度已过七成，各地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捷报频传。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赴新疆进行小麦产量实打验收， 新疆冬小麦百

亩、千亩、万亩连片，均创下

2024

年全国大面积冬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预计今

年新疆小麦亩产

500

公斤以上高产田占比将超过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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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

新疆

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

创佳绩

科技特派员

扎根江苏新沂农村

传经送宝助力“甜蜜产业”

“这个吃‘豆饼’长大的桃子

5

两左右，糖度能

达到

14

，与前几年的桃子相比，甜度提升了，而且

有蜜味，香气也更足了。 ”

7

月

15

日，在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亚夫科技服务新沂时集工作站， 科技特

派员刘广勤给刚采摘下来的水蜜桃做检测。

2009

年， 江苏挂县强农富民工程正式启动，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与新沂结缘。 研究所整

合科技推广力量成立了以刘广勤为组长的“园艺作

物科技服务项目组”，常驻新沂市做好水蜜桃富农增

收文章。 那时，新沂在踢球山种有

3000

亩桃树，结

出的桃子产量低、品质差、销路窄。 刘广勤带队实地

调研，认为新沂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宜水蜜桃种植。

在这之后的几年间，刘广勤推广实施了节水灌溉、疏

花疏果、园艺地布覆盖、果品二维码追溯等

10

多项

技术，新沂水蜜桃开始在长三角等地市场畅销。凭借

江苏省农科院的科技支撑， 新沂水蜜桃规模发展到

8

万多亩，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甜蜜产业”。

2022

年

7

月

23

日，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亚

夫科技服务新沂时集工作站又落户新沂水蜜桃

核心区，刘广勤作为科技特派员再次常驻新沂。

在实地走访调研之后，刘广勤发现过去几年，桃

农片面追求桃子个头大、 产量大， 普遍使用化

肥，但也造成了虽然桃子

8

两以上，但是桃子品

质和口感却有所下降。

为了帮助新沂水蜜桃达成提质增效的目

标， 刘广勤以发酵大豆等高品质有机肥为关键

技术，集成应用水蜜桃标准化生产技术，通过示

范引领进行服务推广。

桃农范涛在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 率先在桃

园试用菜籽饼肥， 并将每个水蜜桃重量控制在

5

两左右，以最大化适应市场需要。 范涛介绍，试用

菜籽饼肥效果当年立竿见影， 不仅水蜜桃果面光

亮度好，糖度更是从原来的

12

提高到

14

，水蜜桃

真正有了蜜味，久违的桃香也回来了。

推广新技术有了好收成， 亚夫科技服务新沂

时集工作站顺势邀请新沂市水蜜桃协会会长高行

令带领种桃大户现场品尝。

据了解，近三年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亚夫科

技服务新沂时集工作站培训桃农

500

多人次，现

场指导

1000

多人次。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亚夫科

技服务新沂时集工作站服务的山东村，参加

2023

年江苏省优质桃评比，获得一金一银的好成绩，进

一步提振“新沂水蜜桃”品牌影响力。

在新沂的十几年， 刘广勤已然成为新沂桃

农的朋友和老师。 谈及桃农的变化，刘广勤的第

一感觉就是桃农更加自信了， 对水蜜桃产业也

更有信心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去年雨水多导致

桃子减产，但是没有一户桃农因为损失而转行。

据新沂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

前，新沂水蜜桃名优新品种有

20

多个，年产水

蜜桃

10

万吨， 产品上市期从

4

月中下旬至

11

月中旬，纯水蜜桃产值超过

18

亿元。

(

房家梁

)

吉林镇赉

万亩小冰麦开镰

科技赋能一地双收

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面筋高、营养丰

富。“种在冰上，收在火上”是其显著特点，每年

4

月初乍暖还寒时种下，

7

月中旬炎炎夏日时收割。

随后，农民可复种大豆、燕麦草、白菜等作物。

镇赉县有二十多年种植小冰麦的历史， 在省

市县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通过选育良种、科学

复种、轮作倒茬、秸秆还田、绿色防控等一系列科

学措施，镇赉县小麦品质得到了大幅提升。

南岗子村是镇赉县种植小冰麦面积最大的

村， 大约有

3000

亩。 依托绿色高产高效技术集

成， 今年南岗子村小冰麦预计可产出优质小冰麦

800

吨，预计产量将高出全县平均水平

5%

以上。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林志介绍，今年复

种将选用极早熟大豆品种，不仅产量高、抗性强，还

能通过其根瘤的固氮作用，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

力，为保护黑土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在南岗子村，小冰麦的“产量提升工程示

范区”与“领航合作社 ”的建设，为当地农业注

入了新活力 。“南岗子 ”牌小冰麦面粉凭借其

卓越品质，远销省内外，市场需求旺盛。

今年， 南岗子村小冰麦预计可加工成面粉

560

吨，产值大约

560

万元。“小冰麦的丰收是科

研团队辛勤指导的结果。”南岗子村村书记徐成凯

感慨地表示，农业的发展真是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

胡寒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