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李鹊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桁架式喷灌机为小麦

浇水（无人机照片）。 刘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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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日前说，“总的看，今年夏收粮油生产形势还是不错的，丰收有了好的基

础，呈现‘一稳一好’的特点：面积稳。 据农情调度，预计今年冬小麦面积

3.4

亿亩、基本保持稳定。 冬油菜面积

1.1

亿亩，连续

7

年增加。 长势好。 冬小麦拔节期一二类苗的比例是

91.2%

，比常年同期高了

2

个百分点、与上年基本持平。 冬油菜主产区去年冬

天和今年春季气候条件总体有利，加上增产措施技术到位率高，油菜长势是近几年最好的。 ”

今年，从春耕开始，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持续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的“四良”融合，力争大面积单产提升取得新突破。

良田筑基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凤凰山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正带

领乡亲们采用“升级版”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模式进行春耕生产。 韩凤香介绍，

“随着梨树模式的不断升级，我们今年

做了一个万亩的梨树模式示范基地，

300

公顷的现代农业生产单元，

1000

亩的智慧农业，还有

10

公顷的单产提

升。 ”

不仅如此，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引进“智慧农业”系统，实现土地

精细化管理。

“现在系统已经实现了地块的精细

化管理，里面我们用了遥感监测技术，

对土壤的墒情情况、虫情情况、苗情情

况， 以及最终的产量估产进行了监

测。 ”韩凤香说。

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万

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固定式喷灌、伸

缩式喷灌、半固定式喷灌、滴灌、微喷

灌和绞盘机喷灌等多种先进灌溉技术

已投入使用， 农户通过手机即可实现

千亩农田在“指尖管理”。

尉氏县种粮大户赵建镐说，“这在

以前都不敢想。 现在这个灌溉方式比

之前漫灌式节水三成，方便得很。 一点

手机就开始浇地了，到点一点就停，水

量精确， 浇得透。 我流转这一千多亩

地，一个人拿着手机就完成了。 ”

良种赋能

良种是农业的“芯片”。

眼下，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

县，小麦、青稞、花椰菜等陆续完成种

子采收。

青海大学研究员吴昆仑介绍，“我

们通过多年的南繁加代， 已经育成了

十余个小麦和青稞的品种。

2024

年我

们加代和繁种一共种植了

21

亩材料，

主要是以青稞和小麦为主， 预计繁种

大概

6000

斤的原种。 下一步就准备拿

回我们当地进行良种的繁殖生产，元

谋南繁基地对于扩大我们种子生产规

模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

元谋县南繁种子繁育协会会长仲

家楷说，“很多在东北配不上的组合，

在咱们元谋就能配对。 这么一来的话，

就是十二三年的工作缩短到三年多到

四年整个周期就结束了。 ”

元谋县光热资源充沛，干旱少雨，

年均气温

21.6℃

，非常适宜麦类、十字

花科作物种子繁育。 全县制繁种面积

达

4.17

万亩， 种子年产量达

405

万公

斤， 年工厂化育苗能力突破

12

亿株，

种业综合产值达

12.3

亿元。 全国每年

约有

825

万亩麦类和

4000

万亩蔬菜

选用元谋繁育的种子。

元谋县农业农村局科教与市场

信息化股股长李绍云说，“元谋县通

过建设标准化冬繁育制种基地、高标

准种质资源中心 、粮食蔬菜新品种新

技术示范展示基地，培育扶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 高质量举办种业博览

会 ，积极与国内外企业、科研院所开

展技术交流，加强数字种业基础设施

建设 ，加快建设种子仓储中心 、良种

繁育创新中心。 ”

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南安乡东

洛村水稻种植基地，此次栽插的秧苗，

是由华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丝

苗香米新品种。

江西山脚下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马继龙说，“今年大概种了

6000

多亩， 带动

628

个农户一起规模

化种植， 今年收益预计） 大概有

3000

万元左右。 ”

通过推行丝苗香米新品种并改良

种植技法 ， 丝苗香米香味指数明显

提升。

“我们通过建设‘香稻科技小院’，充

分借助小院专家科研优势， 联合企业开

展技术攻关， 使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显著提高。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科协党

组书记彭伟根介绍。

良机提效

智能化农机为农业生产按下“高

效键”。

在山东莒县的一块合作社的农田里，

一台拖拉机正沿着预设路线行驶。

山东莒县刘官庄明众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邵明众介绍，“只要把车开

到地头，在无人驾驶的操作界面设上

A

、

B

点，直接作业就可以了。 ”

原本依赖人员经验完成的花生扶

沟 、覆膜等工序 ，依靠高精度导航技术

实现了“厘米级”精准操作。“现在用了

无人驾驶之后 ，每走一公里，它的偏差

是两公分 ，就是基本在覆膜的时候不出

现漏种现象，大大提高了出芽率。 ”邵明

众说。

目前， 该合作社已配备

11

台无人

机、

4

台无人驾驶拖拉机， 每亩节约人工

成本约

100

元。

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的广袤麦田

里，植保无人机成了种粮户的新帮手。

植保无人机飞防手张俊耀说，“一小

时作业

50

亩， 我们

4

架飞机一天搞定

2000

亩。 ”

“原来

1000

亩地，我雇

10

个人得打

药一个礼拜，现在一天就搞定。 政府购买

的这项服务，给我省了

2

万多块钱，还不

担心错过最佳防治时机。 ”垦利区胜坨镇

种粮大户陈晓红说。

据了解，垦利区今年投入专项资金，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聘请专业飞

防队伍，飞防

12.3

万亩麦田。

“无人机飞防无死角 ，药剂减少（用

量）

30%

，还能增加叶面肥，“一喷三防”，

亩产增收

100

斤。 ”垦利区胜坨镇农技站

副站长巴永玉说。

良法增质

优良技术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动

力，是增产增效的重要保障。

在湖南省南县麻河口镇， 紫云英与

肥用油菜交织。 旋耕机轰鸣作业，将鲜嫩

的绿肥作物深翻入土，为早稻备好“营养

餐”。“绿肥还田

+

粪肥利用”模式，正有

效提升当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研究员曹卫东介绍，“这种方式

的好处就是，能够发挥两种作物间的协同

效果，让农田的固碳效果会更好。 我们从

现场来看，整个紫云英的长势和腊油菜的

长势都非常好，取得了既有景观也有肥田

的良好的实际效果。 从地里来看，翻耕的

土壤结构很好，蚯蚓很多，整个土壤也比

较松软，基本达到了示范的要求。 ”

河南作为产粮大省， 各地积极组织

农业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 实地察

看小麦苗情、墒情和病虫害情况。

河南省叶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春

峰说，“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期，这是决定

小麦产量的黄金时期。 充足的水肥供应，

就是小麦丰收的‘助推器’。 为此，我们第

一时间组建了农技专家团队， 深入全县

各个乡镇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 确保

农户准确掌握浇水时机与方法。 ”

河南省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

站站长单俊奇说，“择机适时做好小麦赤

霉病、条锈病和蚜虫等‘两病一虫 ’预防

工作。 我们农业部门组织

100

余名技术

人员到分包乡镇进行踏查， 为下一步科

学防控做好指导工作， 争取为今年夏粮

的丰产丰收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

这个春天，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齐

发力，每一滴耕耘的汗水、每一粒希望的

种子， 必将在广袤田野上谱写新的丰收

乐章。 （据中国经济观察）

“四良”融合 粮油生产开局良好

近日， 工作人员在甘肃省榆中县金崖镇的甘肃鑫通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育苗基地内劳作。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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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会亭镇郭楼村，村民在麦田内除杂。

王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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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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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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