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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孟村

“95 后”新农人科技开启盐碱地春播

助力稳粮增收

时下，气温逐渐回升，土壤开始

解冻，正是种植春小麦的良好时节。

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千

亩盐碱地试验田里， 种植户利用适

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发挥春小麦

的品种优势，开始了春小麦种植。

千亩盐碱地试验田里， 谷物免

耕播种机正隆隆作响。“

95

后”新农

人耿立宫指挥着载有

2200

斤化肥、

2000

斤种子的“铁牛”在田间精准

作业，为盐碱地春耕注入科技动能。

相较于传统多机联合作业模式，新

型播种机通过精量播种、干播湿出、

种肥分离等核心技术， 在减少入地

次数

30%

的同时， 实现作业效率提

升

2

倍以上。 千亩试验田的春播任

务，如今仅需两天即可完成。

“它是集播种、追肥、镇压于一

体，而且它能减少入地次数，节能减

排，作业效率非常高，一天可以作业

500

亩。 像我们这

1000

亩地的农

场，较原来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现

在我们两天就能完成作业。 ”中化农

业孟村盐碱地试验田片区负责人耿

立宫说。

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

实践地， 孟村近年来持续在“粮于

技”上发力。 通过引进捷麦

19

、沧麦

6002

、衡麦

30

等耐盐碱高产小麦品

种， 配套标准化种植规程和智慧农

机系统，当地构建起“良种

+

良法

+

良机”的盐碱地农业新模式。 数据显

示， 新技术应用使土地利用率提高

15%

，小麦出苗率稳定在

90%

以上。

“我就是学农的，毕业以后，就回到

了家乡。 我想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应

用于这片盐碱地上。 我觉得盐碱地

大有可为，毕业这

6

年的时间，我们

通过这个良种的培育、 先进农机的

引进、 科学的管护还有智慧农业的

推广，让盐碱地增产增收。 ”中化农

业孟村盐碱地试验田片区负责人耿

立宫说。

当前， 孟村正将试验田经验推

广至

30

余万亩盐碱耕地。 随着

30

余台套新型智能农机完成调试，今

春该县春播机械化率将突破

98%

，

预计带动

2

万余农户实现节本增

效。 这片曾被视为“农业荒漠”的土

地，正通过科技力量焕发新生机。

（据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春耕春管尽显“科技范”

新技术新设备

助力夏粮丰产

眼下，全国冬小麦由南到北陆续进

入返青期，多地依托一批新技术、新设备

助力田间管理，不断夯实夏粮丰产基础。

近期， 河南

8500

万亩小麦从南到

北陆续返青，也是小麦促弱转壮关键期。

在安阳市内黄县高堤乡高标准示范田

里， 农技专家正熟练地操作着土壤墒情

监测设备，对土地墒情进行监测。

“去年有两块地浇水不及时，麦苗

长势弱， 加上施肥也不准确， 产量不理

想。现在有农技专家带来的科技设备，看

着数据种地心里更有谱。 ” 种粮大户焦

现生看着土壤墒情监测设备采集的数据

连连感慨，“以前种地凭经验，现在靠数

据。 ”

“土壤墒情监测设备不仅可以实时

监测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 还可以科学

分析土壤的微量元素。 ” 内黄县农业技

术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韩志乾介绍，

今年，

10

多支服务小分队 、

100

名技术

人员均配备了土壤墒情监测设备， 新技

术新设备的普及利用为今年夏粮丰收搭

好了科技架子。

数据显示：目前，内黄县

91

万亩冬

小 麦 壮 苗 率 超

90 %

， 长 势 明 显 好 于

往 年。

科技赋能农机，田野拥抱智慧。 近

年来，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我国不断

加大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力

度，加快向“大中小型兼备、绿色高效智

能一体”迈进。 植保机、无人机等各类现

代化农机装备驰骋在田野上，从播种、施

肥到喷药 、收获 ， 全流程能够实现自

动化。

连日来，安徽阜阳市太和县农业部

门引导家庭农场、 种粮大户等各类农业

经营主体， 利用大型无人机、 卷盘喷灌

机、圆盘施肥机等智能化农业机械，追肥

浇水，打牢小麦丰产丰收基础。

“去年秋播时，部分地块小麦播种

时间较晚，导致现在出现弱苗现象。 ”太

和县原墙镇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阮兴全

当场开出“药方”：采取追施返青肥的方

式进行补救。

为提高追肥效率，大型植保无人机

在农田里大显身手， 一两天就能全部完

成作业。“由于春节过后缺乏有效降雨，

小麦还需要补水， 我们用卷盘喷灌机对

地块进行浇水， 全程只要一个人就能操

作完成。 ”阮兴全告诉记者。

今年春管，安徽太和县

150

多万亩

小麦有了“智慧大脑”。 当地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依托搭建的物联网监

测平台， 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就能掌握麦

田苗情、墒情、病虫害等情况，一旦有预

警，立刻会调来无人植保机、自走式喷雾

机等设备进行作业。

科技装备强是农业强国的重要特

征。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3%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6%

以上，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4%

， 科技

装备已成为粮食连年丰收的重要保障。

为保障好今年春耕生产， 近期，农

业农村部已启动实施奋战

120

天抓春管

提单产夺夏收粮油丰收行动，从“雨水”

到“夏至”，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

点环节，紧盯关键农时、关键技术、关键

要素，强化联系包保、监测预警、指导服

务，全力以赴确保夏收粮油首战告捷、夯

实全年粮油丰收基础。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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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这里的春播就要开始了，我

们要指导当地农民种植高产优质

的土豆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四川

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冯豪杰几天

前又回到了位于四川大凉山地区

布拖县的马铃薯科技小院，冯豪杰

是科技小院的第四任院长。“我的

导师是四川农业大学教授、布拖马

铃薯科技小院首席专家 、‘土豆

王’王西瑶，她对所有的硕士和博

士研究生有一个要求， 选她当导

师，必须拿出一定的时间扎根科技

小院， 科研实践助农。 ” 冯豪杰

2020

年研究生入学后便扎根马铃

薯科技小院，至今已累计驻扎

800

余天。

布拖县

2020

年前是国家级

深度贫困县，马铃薯是当地种植面

积最大的传统农作物。

2019

年，在

布拖县政府的支持下，由四川农业

大学、四川省农技协和中国农业大

学合作共建的“中国农技协四川布

拖马铃薯科技小院”， 在依托单位

布拖县布江蜀丰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行。

马铃薯科技小院以创建布拖

县马铃薯新产业为主体思路，通过

科技支撑、科普宣传等方式，在服

务当地马铃薯企业的同时，引导农

户接受先进的生产观念和技术，培

养市场销售意识。 每年，马铃薯科

技小院都有

10

名以上四川农业大

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轮流在此驻

守。 几年来，他们和导师王西瑶一

起见证了布拖县翻天覆地的变化，

收获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冯豪杰刚到布拖县的时候，

只会帮农户一麻袋一麻袋地背土

豆。“但我深知这并不能解决实际生

产问题。 ”冯豪杰觉得比体力劳动更

难的， 是技术推广环节遇到的问

题———除了语言不通和交通不便 ，

种植经验丰富的合作公司以及当地

老百姓不信任这些学生兵。

对于冯豪杰的苦恼， 王西瑶没

有马上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是

让他思考： 农业生产和老百姓真正

需要的是什么？ 作为研究者，该如何

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冯豪杰坚信， 只有做好调研才

能找到服务的方向。 于是，他和同学

在布拖县走村串户搜集农民的需

求，观察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用

脚步丈量布拖县薯类种植地。 他发

现制约当地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主要

问题在于， 当地优质特色的马铃薯

资源“乌洋芋” 因多年连作退化严

重，面积和产量很小，栽培、病虫害

防治、贮藏等技术较粗放，农技人员

推广新技术艰难。

针对马铃薯品种匮乏的问题，

冯豪杰和同学在王西瑶等马铃薯团

队导师、专家的指导下，参与收集、

保护、研究当地乌洋芋等珍稀资源，

合作登记高产、 优质 、 耐贮新品

种———“迷科乌洋芋”， 并进行保护

性开发； 连续两年在布拖县开展新

品种引种筛选试验， 累计引进新品

种

19

个，并从中筛选出适合布拖县

的

3

个优质品种进行推广， 面积达

3000

亩以上；针对种薯退化活力差

的问题，他们和专家团队师生一起，

打造出“原原种

-

原种

-

生产种”

3

级繁育体系， 助力布江蜀丰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脱毒种苗繁育

中心， 优化温室雾培原原种生产大

棚管理技术， 公司的马铃薯脱毒原

原 种 年 产 量 从

500

万 粒 上 升 到

5000

万粒。

现在， 布拖县很多农户会主动

要求马铃薯科技小院的硕士和博士

研究生前去进行技术指导。 与此同

时， 冯豪杰和师弟师妹还向凉山彝

族自治州昭觉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小金县等地提供优质马铃薯 ，

推广高产栽培模式， 起到良好示范

效果。

四川农业大学科技管理处项目

管理科科员蔡诚诚， 是王西瑶的博

士生，

2013

年， 他就进入王西瑶的

课题组开展马铃薯相关研究， 进行

马铃薯产业扶贫等项目和科技帮扶

工作。 蔡诚诚参与完成马铃薯科技

小院的初期建设， 曾入驻服务

500

多天。

2024

年

7

月，经四川农业大

学选派， 蔡诚诚前往凉山雷波县黄

琅镇大杉坪村进行驻村帮扶工作。

其间，经过走访调研，他了解到本村

及周边乡村有关马铃薯栽培难点问

题及整体产业可提升的关键点 ，从

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两方面进行

帮扶。

曾在马铃薯科技小院锻炼过的

四川农业大学博士生刘石锋， 目前

在西昌学院工作。 他告诉记者，在读

博期间， 他发现休眠期的长短影响

了马铃薯的贮藏。 在导师王西瑶的

鼓励下，经过几年的不懈科研，刘石

锋在马铃薯休眠机制解析方面取得

的初步成果， 除了刊发在高水平期

刊上， 更为凉山及周边地区的马铃

薯贮藏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

持。“我将继续秉承王老师的教诲，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 ，

投入到马铃薯研究与推广工作中。 ”

刘石锋说。

不久前， 冯豪杰在写给王西瑶

的一封信中说：“在您的带领下，我

们把广袤农田当作‘教科书’，把广

阔农村当作‘实验室’，把广大农民

当作‘同窗人’，成长为更好的农大

学子。 ”冯豪杰说，他人生最幸运的

事就是从本科到博士阶段，成为“土

豆王”的弟子，与科技小院结缘。“在

‘土豆王’的带领下，我们一群学子

有幸在人生最好的年纪， 成为国家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伟大征程的参

与者、见证者，用自己的力量和方式

回报社会。 ”

2

月

25

日，年过六旬的王西瑶

乘坐动车、 大巴车辗转抵达马铃薯

科技小院，她和冯豪杰等学生会合，

即将前往田间地头指导春耕， 种下

带着农民致富梦想的马铃薯。

（李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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