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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微风拂过，连片油菜花在田间跃动，一簇簇、

一片片，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沐浴春光、满目金

黄……记者正惊讶于它们的美丽，沁人花香就紧随着风

钻入鼻腔。

油菜花一开，属于江西春天的故事就开始了。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扩大油菜面积，支持发展

油茶等特色油料。眼下，江西各地的油菜陆续进入花期，

带来好“丰”景。

“飞防”助降本增收

油菜是江西省第三大作物和种植面积最大的油料作

物，种植面积在全国列第四位。油菜收成的好坏，是庄稼

人的“心上事”。

3月以来，随着气温不断回升，油菜已陆续进入花期，

这也正是油菜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

近年来，江西明确布局物联网、无人机等新兴产业

赛道，培育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深化物联网、无人机等

技术应用，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融合发展。此

后，江西九江、景德镇、鹰潭、宜春、上饶等 9 个设区市在

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推动无人机产业

发展、推进无人机在相关领域的落地应用。目前，江西

省已经建成以南昌、景德镇、赣州、吉安为核心，多地市

为支撑的“4+N”产业布局，重点发展农林植保等领域的

工业级无人机。

无人机飞进了农田，飞出了大名堂。

在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泗沥镇赤石村的油菜种植基地，

油菜连片生长，蔚为壮观。农技人员在油菜田里逐片查看油

菜苗生长情况，帮助农户解决技术难题。农户抢抓晴好天气，

正在进行施肥、除草、清沟等工作，呈现一派忙碌景象。

“呼”的一声，随着一阵风吹来，专业技术人员操作着

无人机飞入油菜田开展“飞防”作业。无人机按照设定航

线在油菜田上空灵活地来回穿梭，进行病虫害防治作

业。药剂成雾状喷洒下来，不一会儿的工夫，就覆盖了眼

前的花田，整个过程快捷又高效。

“目前正是油菜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我们正组织农

户追施肥料、防治病虫害等。同时，我们今年大面积推广

使用无人机喷施叶面肥和防治病虫害，加快了施肥速度，

降低了管护成本，提高了防治效果。”江西贵溪市现代农

业产业园生产负责人唐华说。

近年来，贵溪市采取多种措施，从政策、资金、技术等

方面对农户给予支持，鼓励和引导农户因地制宜种植油

菜，实现粮油增产、农户增收。以“飞防”为代表的技术有

力推动了当地油菜产业发展。今年该市油菜种植面积 8.6

万亩，预计可产油菜籽 5160吨，产值 3096万元。

花色“上新”引客来

连日来，江西婺源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海灼灼其华，大

片彩色油菜花开得正旺，吸引了众多游客。

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付东辉站在山头，用手挡

住阳光向远处花海探望，露出了微笑。“今年油菜花长势

挺好。”付东辉感叹道。

付东辉说，油菜产业是链接企业产业链的一个纽带，

观光型油菜具有花期较长、栽培管理简单、油旅兼用和花

香浓郁等优点，具有显著的旅游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

值，能够将农业、特色小城镇建设、旅游业、餐饮业等整合

起来。

“但是，目前观光型油菜产业遇到花色单一和花期偏

短这两个主要问题。游客审美疲劳了，很难成为回头

客。”付东辉说，他的团队从观光型油菜研究出发，结合婺

源等地油菜花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多年来持续培育油

菜新花色，开发新的油菜产品，促进油菜产业的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

“今年我们新选育出 7 种花色，即胭脂红、苍黄大斑

块、洁白特亮、水粉红、纯紫色、浅梅红央玫红斑、褐紫红

条纹，花色从 2023 年的 63 种增加到 70 种。稳定花色在

2023 年 34 种的基础上，新增极锈红、血红这两种颜色，稳

定花色达 36种。”付东辉说，他们已经与全国 100多个景区

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景区进行新品种科学示范种植，还在

江西的婺源、安义、吉安、遂川等 10 余个美丽乡村建设点

或景区进行了示范种植，效果良好。

“经过深度开发与利用的彩色油菜花，成了乡村振兴

的助推器，促进当地经济持续发展。”付东辉说，他们将选

育颜色更丰富的油菜花，油菜花色有望拓展至樱花、桃

花、梅花等主要木本花卉的颜色。

近年来，江西各地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精心培育乡村

特色文旅产业，打造千亩农业综合体，让“美丽乡村”催生

“美丽经济”。

“油菜+”一举多得

3月下旬，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镇高岭村的道路

两侧，600余亩油菜花竞相开放。金灿灿的油菜花与碧水青

山交相辉映，如同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在油菜花田中，高

岭村的村支书丁晓明正带领当地村民清理沟渠的淤泥，迎

接即将到来的雨天，确保油菜的收成不受影响。

“去年水稻收割之后，我们立马种下这 600多亩油菜，

采取‘水稻+油菜’轮作模式，统一流转村民的土地，取得

了耕地布局优化、数量增加、质量提升的效益。”说起目前

油菜的种植情况，驻村第一书记刘双信心十足。

近年来，江西各地积极探索油菜高产新模式。通过

“水稻+油菜”轮作模式，不少地市利用农闲田冬种油菜，

让其变为“效益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现增产增收。

“收完晚稻，我就接着种油菜，预计亩产280斤油菜籽，

能有600块钱左右的收入，等于多种一季优质稻。”在吉安市

吉水县尚贤乡华山村油菜种植基地，种植户罗卫清说，等今

年油菜收割后，他将在田里继续种早稻，实现稻稻油轮作。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今年冬种油菜面积达 1.31 万

亩。当地多年来推广稻稻油轮作模式和高产油菜主导品

种，县乡农技人员积极探索油菜单产提升措施，助推油菜

高产丰收。

当前，江西省油菜基本形成“一区两廊”（赣北油菜高

产区和京九、浙赣铁路走廊）的生产布局，探索推出了稻

油、稻再油、稻稻油模式。

为全面推动包括稻油轮作在内的油菜生产“良种+良

法”配套技术集成与推广应用，今年江西投入 2000多万元

在全省 11 个县重点推进实施油菜高产高效项目，已实现

所有设区市全覆盖。

“今年镇里在交通主干道两侧打造了 3个‘五百亩’集

中连片油菜示范区。明年春天，这里将是一片花海，吸引

游客前来赏油菜花、吃农家饭。”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白

土镇副镇长徐道飞的话语中充满期待。

3月的花田，笑声回荡。不远处，油菜花随风摆动，春

天的希望正在绽放。

油菜花开好油菜花开好““丰丰””景景

“基地的室内温度太低了，要适当提

高温度，使室内处于恒温。这样在换水时

能避免水体温差过大引起的冻伤损伤，保

证小龙虾苗的成活率。”广西壮族自治区

上林县乡村科技特派员水产产业服务团

队成员韦剑冰说。

初春时节，天气乍暖还寒。3月 12日，

在广西珠玥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小龙虾

基地里，韦剑冰针对这几天出现的低温天

气情况，向公司负责人晏志新提出了小龙

虾养殖的指导建议。

“我们正在培育小龙虾苗，天气突然

转冷，气温急剧下降，弄得我们措手不及，

幸亏有你们的及时指导。”晏志新说。

这些年来，基地产出的优质反季节小

龙虾和稻虾米等产品深受市场和行业认

可，“珠玥”牌有机小龙虾入选第五批广西

农业品牌目录。2023 年，基地小龙虾年产

量达 522 吨，利润 1740 万元；稻虾米年产

量 1218吨，利润 209万元。

从一开始单一的小龙虾养殖到如今

的渔粮双收，是什么让基地发生了如此大

的变化？

好水培育出优质小龙虾

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明山脚下

的上林县，生态环境优美，水资源丰富。

来自大明山的山泉水，一年四季源源不

断，沿着山涧一路流淌，滋养着山下万物。

“这里的水资源不但丰富而且非常优

质，随手掬一口喝下去，清凉甘甜，非常适

合开展规模化综合水产养殖。”广西乡村

科技特派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引育种

中心高级农艺师王培培说。

2021 年，王培培等来到上林县开展水

产产业科技服务时，发现这里的水资源条

件良好。他们便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当地

丰富优质的自然水资源，同时发挥服务团

队在水产养殖和遗传育种方面的专业优

势，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位于上林县清水河畔的广西珠玥农

业有限责任公司，建有 4000亩水面示范基

地，2021 年以前专注于养殖季节性小龙

虾，基地产业结构单一，资金回笼较慢，晏

志新一度非常着急。“当时我们想扩大规

模搞综合养殖，可又缺少技术人员和技术

支持。眼看这么好的水质不能好好利用，

我们也感到很可惜。”晏志新说。

“我们没有用来推广技术的基地，而

你们缺乏养殖技术，大家一起合作如何？”

就在晏志新愁眉不展的时候，上林县乡村

科技特派员水产产业服务团队找上门来。

经过调研和综合分析，双方一拍即

合，服务团队决定选择广西珠玥农业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施展拳脚”的基地。

2021年至 2023年，上林县乡村科技特

派员水产产业服务团队依托稻渔综合种

养和小龙虾育种等科研项目，在基地开展

稻虾种养技术和小龙虾新品种系的小试、

中试工作。团队建立了面积达 2000 亩的

小龙虾稻田共作种植养殖示范基地，建立

小龙虾核心种群 3 个，选育出快长型小龙

虾新品种系 1 个，培育的反季节小龙虾肉

质鲜美、种苗成活率高且能错峰上市。

“科技服务团队的技术指导，让我们

公司从单纯的小龙虾养殖向‘稻虾共作’

和小龙虾新品种选育产业综合拓展，取得

了很好的收益。”晏志新高兴地说。

新模式让群众增收致富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林县白圩镇

繁荣社区居民卢凌涛采用“稻虾共作”模

式进行水稻种植和小龙虾养殖，结果让他

意外——小赚了一笔。

“2022年以前，我种植了 80亩水稻，满

打满算年收入也就大概 16万元。2023年，

在上林县科技特派员水产产业服务团的

技术指导下，我搞‘稻虾共作’年收入 24万

元左右，比以前单纯种植水稻多赚了七八

万元！”卢凌涛说。

示范基地建起来了，如何带动更多当

地群众通过水产养殖增收致富？考虑到

群众抵抗养殖风险的能力有限，服务团队

决定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水产养殖技

术传授给群众。

王培培介绍，服务团队把广西珠玥农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60亩虾塘作为试点，由公司

为群众提供虾苗、产销等保障，服务团队提

供技术支撑，让部分群众参与养殖和管理。

同时，服务团队根据种植养殖过程出

现的技术难题，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开

展精养反季节有机小龙虾、稻虾种植养殖

和无人机飞播等技术培训，让群众真正学

到一技之长，为他们实现就业创业致富打

好基础。

在参加服务团队举办的稻虾种植养

殖等技术培训后，上林县三里镇的居民卓

旭日采取“稻虾共作”模式养殖小龙虾，现

在每年收益约为 180 万元。在上林县，像

他一样通过“稻虾共作”模式增收致富的

有 10多户。

“从小龙虾的育苗、转塘、水质检测，到

饲料的投喂等环节，服务团队全程跟进指

导，而且平时也经常到基地来查看，发现问

题后及时给予指导。”卓旭日说。

收笼、入筐、挑虾、称重、装车……如

今，每到小龙虾上市的季节，三里镇的很

多小龙虾养殖基地就会呈现出一派繁忙

景象。活蹦乱跳的小龙虾被打包后，销往

南宁、珠海、深圳等城市。

“下一步，我们有信心将整个基地建

设成‘稻虾共作’示范基地，打造‘珠玥有

机生态稻虾米’品牌，将上林县小龙虾基

地的种养模式作为标杆向广西全区推广，

推动乡村水产产业发展。”晏志新说。

广西上林：“稻虾共作”蹚出致富路

这几日，在甘肃武威古浪县横梁乡康宁新村的武威智盛达农

牧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一种名为裹包青贮的“草罐头”成了两千

余头牛的口粮。牛群悠闲地低头嚼着青贮饲草，不时发出满足的

咀嚼声，青贮饲草在它们体内化为营养丰富的汁液。

“青贮饲草不仅便于储存、运输、饲喂，还降低了养殖成本。”武

威智盛达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智珉表示，“这都得感谢青贮饲草

加工机械研发团队。”

这些青贮饲草正是由甘肃省科技集团机械研究院（以下简称

甘肃省机械院）研制的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制作的。

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是研发团队在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甘

肃省机械院副总经理李晓康的带领下，针对饲草商品化的现实需

求，通过 10 年产学研联合研发取得的成果。这解决了我国商品化

饲草料加工难题，打破了国外技术屏障。

日前，“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研发与推广示范”成果荣获甘肃

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立足实际直面问题保生产

青贮饲草的产业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

发展，还对保障全国粮食生产用种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晓康介绍，以全株青贮玉米收获为例，收获后的即时加工、

合理的压缩密度和裹膜的密封性能直接影响裹包青贮的品质。实

现对青贮饲草及时、高效的机械化加工，缩短青贮饲料制作周期，

减少营养损失等是裹包青贮生产的关键问题。

“使用传统方式制作的窖贮青贮会损失 25%—35%的营养，裹

包青贮能有效地保持青绿饲草的青鲜状态和营养成分，营养损

失一般不超过 15%，还能保存青绿饲草中更多的维生素、胡萝卜

素等。饲草经过青贮发酵，柔软多汁、酸甜芳香，适口性、消化率

均显著高于同类饲草品种的干草。青贮饲料制作方法简便、成

本低，加工时基本不受天气影响，加工机器占地面积较小，加工

后可贮存两年以上，能实现远距离运输。同时，制作青贮饲料的

原料较多，农作物秸秆、藤蔓秧类等均可用于制作青贮饲料。”李

晓康说。

“青贮玉米的最佳收获期仅有 10 天左右，收获后需要及时进行

裹包加工。若裹包加工效率和质量不高，那生产的裹包青贮就很

难达标，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是种植户和养殖户都无法接受的。

只有好的青贮饲草加工装备，才能支撑裹包青贮产业的发展。”

2014 年，甘肃省机械院瞄准我国裹包青贮加工的痛点，在国

内外开展相关调查研究，确定了技术路线和研发方向。在相关

部门的支持下，2016 年，李晓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青贮饲料联合

打捆机。

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制良机

2016 年 10 月，团队研制了布网试验台、裹膜密封试验台等多个

试验装置，并通过理论创新和大量试验，突破了高含水率青贮玉米

喂料输送防堵、细切青贮玉米循环挤压高密度成型、细碎青贮饲料

自动包网防散捆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试验很成功，我们获得了大量基础数据，能充分支撑我们做

装备开发。”在武威市黄羊镇进行了测试的技术负责人丁立利说。

团队针对青贮玉米裹包加工，反复调试和试验机具。2017 年 9

月，9YCL-1.0 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亮相武威市黄羊镇青贮玉米种

植田地。经甘肃省农机推广部门技术人员测试，其作业指标符合

国标要求，初步解决了裹包青贮高效加工的问题。

“这还不够完美。”李晓康对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有更高的要求。

2018 年 9 月，改进后的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第二代样机又出现

在武威市黄羊镇青贮玉米种植田地。相比于第一代样机，其生产

效率提高了 19.23%。样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有了进一步的提

升，能实现裹包青贮的高效加工，具备了销售推广条件。

“先初步推向市场，听听用户的建议。”李晓康说。

2019 年 9 月，根据市场反馈优化改进后的第三代样机再次亮相

武威市黄羊镇青贮玉米种植田地。优化后的样机实现了比较理想

的作业效果。自此，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开始量产销售，项目团队

则着手制定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行业标准。

2021 年 7 月，经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成果评价评审，青贮饲

料联合打捆技术与装备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研发团队围绕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申报发明专利 1 件、实用新

型专利 7 件，制定企业标准和行业标准各 1 项，发表论文 5 篇，培养

专业技术人员 20 余人。

2022 年，常在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客户的田间地头跑的甘肃

省机械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于文龙敏锐察觉到，裹包青贮这一作

业模式已取得市场的认可。小养殖户有裹包青贮加工的意愿，养

殖场、饲草生产企业需要生产效率更高的装备。围绕这一需求，甘

肃省机械院创新研发机制，探索“揭榜挂帅”和“赛马”机制，研发小

包机和吨包机。经过项目团队的努力，两个机型均实现当年研发、

当年销售。

通过 10 年的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和示范推广，甘肃省机械院研

发的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不断完善和进化，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

可，销往全国近 20 个省（区、市），满足饲草行业商品化的需求。

甘肃省机械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昊表示：“今后，我们将提升

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系列产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谋划产业

化项目，加快成果转化，为解决优质饲草高效机械化难题、助力乡

村振兴提供甘肃方案。”

产学研融合

解决饲草料加工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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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饲料联合打捆机在甘肃武威黄羊镇进行饲用甜高粱的收获
打捆作业。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魏依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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