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仲夏，热浪滚滚。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十二吐

乡达康产业园区内的林西番茄科

技小院又热闹了起来， 来自内蒙

古农业大学的大学生们正式入驻

小院，开启暑期科研实践。 田间地

头、 村屯农家， 一抹抹身着红色

“院服”的年轻身影进进出出。

林西番茄科技小院于

2022

年

12

月正式获批，以赤峰市农牧

研究所和自治区、市、县三级科协

为技术依托，与内蒙古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等

9

家高校开展合

作， 引进研究生、 专家服务团队

21

人，设置番茄秧苗腐熟化还田

处理、 黄芪根腐病研究等科研课

题

11

项，助力辖区农业产业科技

化水平提升。

“我们利用内蒙古农业大学

专家团资源和技术后台，打造‘学

校

+

基地

+

乡村’ 一体化人才培

养模式，为种植户提供‘点单式’

技术培训，积极推进适用新科技、

新技术的推广，力推‘番茄小院’

变成‘科技大院、致富大院’。 ”十

二吐乡政府副乡长郭贺介绍。

目前， 针对番茄栽植以及病

虫害防治， 小院已组织农业技术

推广培训班

4

期， 专题讲座

10

场，实践指导

10

次，辐射周边农

户

1300

余人次。 同时，小院充分

发挥高校专家团队“智囊团”作

用， 助力林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农业学科建设工作， 定期组织开

展现场授课， 组织学生深入生产

一线学习专业知识， 积极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

“做科研既要‘连天线’，也要

‘接地气’。 ”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

姚庆智表示， 科技小院既是很好

的实践课堂， 也是一座把课本知

识转换为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

“转换间”， 为农学学子提供了宝

贵的实践机会。

白玉军种着两个蔬菜大棚，

前不久发现大棚里的番茄有了病

虫害， 于是找到小院的学子们寻

求帮助。 学生们得知后第一时间

联系导师进行了科学救治， 采取

相关措施及时防治， 保证了今年

产量和效益。

小院的科研成果并不止于番

茄。 在西山根村的畜牧社会化服

务中心， 内蒙古农业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吴凯峰专家团队正在开展

肉牛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就地转

化实验； 在枕头沟村万亩中草药

种植基地， 内蒙古农业大学首席

专家姚庆智团队破解了“黄芪根

腐病”种植难题，有效提升中草药

产业发展的竞争力； 在巴吉沟村

万亩杂粮种植基地， 专家团队的

“低垄全膜”技术有效解决了旱地

种植水分不足问题。

据统计， 今年暑假这里已送

往迎来两批

15

名同学。“我们在

小院开展学习工作， 受益的不光

有乡亲们，更有我们。 ”今年暑假

在这里度过了

10

天“科技下田”

时光的内蒙古农业大学生物技术

系大三学生战新杰表示， 在科技

小院中与农民打交道、 解问题的

经历，是他学业生涯宝贵的财富。

（奥蓝 杨玉婷）

建良田 育良种 用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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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科技小院

成高校学子暑期“试验田”

记者近日在山东采访发现 ，

多地不断探索农业生产新技术，

着力提升土地与种质资源质量 ，

推动农业种植智能化， 为提升粮

食生产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

在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盐碱地现代农

业试验示范基地， 万亩试验田一

望无际， 各类试验大豆品种破土

出苗，豆苗又匀又壮，经受着盐渍

考验的同时还在向上生长。

�

多年前， 就在同一片盐碱地

上， 生存环境恶劣， 作物难以培

育。 农高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服务

中心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李林波告

诉记者， 近百支试验团队的持续

攻关让这片贫瘠之地变成沃土。

“试验团队研发的盐碱地长

效阻盐技术可使土壤平均降盐

47.8%

，有机质增加

6%

至

12%

。 ”

李林波说，基地收集、种植耐盐碱

大豆、 小麦、 花生等

147

种作物

1044

个品种， 在作物耐盐碱能

力、单产水平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滕

双兴介绍说， 山东现有盐碱地近

900

万亩，改造利用潜力很大，是

增产增收的“后备粮仓”。 预计到

2035

年实现新增耕地

24

万亩、

改造提升盐碱耕地

410

万亩。

�

荒地变良田， 高产需良种。

“集团已累计成功培育出

33

个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

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乐

陵基地总经理孔海明介绍， 优势

土豆品种“希森

6

号”薯形好 ，产

量高，单季亩产突破

9.5

吨。 优异

的表现也让“希森

6

号” 走出国

门， 目前该品种已在哈萨克斯坦

3

个州的

27.5

万亩土地进行示范

种植。

�

好种不止于高产， 更能“抗

造”。 一说到本省小麦新品种“鲁

研

951

”，诸城市相州镇种粮大户

王静赞不绝口：“这个品种的抗病

性、抗倒性、抗冻性都非常好，比

往年种植的品种亩产能高出

200

来斤。 ”凭借优异的适应能力，“鲁

研

951

”成为继父本高产品种“济

麦

22

”后的又一个“明星”。

�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人

士介绍到，多年来，山东连续实施

农业良种工程、种业提升工程，成

功培育“济麦”“登海”等多个骨干

系列优良品种， 为农业高质量发

展、 满足多样化需求发挥了重要

作用。

如今，“智慧

+

” 让种地更省

心。 在菏泽市定陶区一处高标准

农田， 一套自动监测系统正在对

田地中各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

温度、光照、风速等数据在屏幕上

一目了然。 定陶区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程大龙说，依托“卫星天

眼

+

物联网地眼” 的天空地一体

化监测平台， 农户只需一部手机

就能个性化设置水肥灌溉参数 ，

足不出户即可管理千亩农田。

�

无人拖拉机、自动播种机、自

走式打药机……在滕州市鑫剑农

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智能化农机

设备让人眼前一亮。“播种效率大

幅提升，干起活来省时省力。 ”“农

机配备了北斗导航系统， 就算无

人驾驶也能走得很稳。 ”智慧农机

的表现让社员们频频称赞。 合作

社理事长满高剑介绍， 土地托管

让“小田变大田”，大型智慧农机

因此能够“一展拳脚 ”，年作业服

务面积达

7

万亩。

�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说， 山东数字农业发展取得长

足进步， 全省创建智慧农业应用

基地

730

多家。 今年以来，山东为

5801

台大型联合收获机、拖拉机

等加装了辅助驾驶系统， 实现自

动驾驶， 不断深化北斗系统在农

业领域的应用。

（吴京泽 文

/

图）

杨玉婷 摄

安徽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成绩亮眼

培育推广新品种

659

个， 破解各类技术难题

187

项，突破产业发展瓶颈问题

45

项，荣获国家级

发明专利

189

项。

7

月

24

日，安徽省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

2023

年度考评总结暨部署会议在合肥召

开， 安徽省

18

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交出了

2023

年度的亮丽成绩单。

2021

年

8

月， 安徽省为进一步提升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按照服务产业需

求、加强协同创新、强化人才培养的原则，组建了以

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的水稻、小麦、玉米等

12

个行业体系，以跨产业和跨领域为特征、以产业

关键链条为主线的农机装备、农业信息化等

6

个专

项体系。

2023

年，

18

个技术体系积极开展品种选育、

技术栽培、动物繁育、疾病防控等基础性、应用性技

术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转化应用水平，培育

推广新品种

659

个，破解各类技术难题

187

项。 注

重技术集成与配套，聚焦水稻、小麦、玉米、果蔬等

主要农作物和农机装备、数字农业、质量环保等重

点领域，加大与省内外创新团队的合作，加强技术

熟化配套与系统集成， 在全省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431

个，示范推广“四新”成果近千项。

18

个技术体系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产业为导

向，围绕降成本、转方式和促进产业绿色发展等方

面开展技术研究，推动农业节本增效。 蔬菜产业技

术体系助力农业企业发展，与阜阳瓦大、芜湖德弘、

和县绿缘等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助力企业绿色

生产、品牌销售，企业整体效益增加

25%

以上。与企

业合作研发国内首台套果蔬全自动嫁接机器人，嫁

接效率达

1200

株

/

小时，成活率达

98%

，为育苗企

业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解决了育苗

企业嫁接高峰期用工难的问题。 水稻产业技术体系

研发集成省农业主推技术

6

项，参与完成

2

项全国

农业主推技术， 在全省水稻主产区建立

30

多个稳

定的示范基地。 指导全省多个省级指挥田创造了高

产典型，其中庐江县双季稻省级指挥田示范区水稻

平均单产

1389.1

公斤

/

亩。

发挥体系“人才集聚”平台作用，主动对接基

层农技推广与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并承担培训任

务，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提供形式多样的继续教育

服务。

2023

年，

18

个体系共举办各类培训会（现场

会、观摩会）

300

余场次，举办（参与）培训基层农技

人员和高素质农民达

2

万人次。

（关飞 金蕾欣）

广西

举办农业示范基地

技术培训班

近日一场旨在促进广西绿色生态农业发展的

盛大活动———“创建绿色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技术培

训班”在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牛岗坡现代立新高品

质农业科技园举行。

据悉， 此次培训班由广西农业产业行业协会、

广西乡村振兴创业创新服务中心及广西绿色农业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吸引了来自广西南

丹、河池、来宾、宜州等

18

个市县的乡村振兴创业

创新服务中心及其站点约

60

名代表参加。 在培训

会上，来自

18

个县（市）区的代表与广西绿色农业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土壤障碍修复工

程”和共建绿色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的合作协议。

此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为广西绿色生态农业

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未来，广西将继续加强绿

色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的深入实施，让绿色生态农业成为推动广西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引擎。

（张春梅 黎石海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