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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种千颗籽，夏收万斤油。眼下，油

菜主产区江西的各个地方正陆续进入夏

收高峰期。不久前还随风摆动的金色花

海，此时已褪去金黄的“外衣”，变身“油

田”，饱满的油菜籽沉甸甸地挂在枝头，等

待收割。

农机下地 效率提升

5 月下旬，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太阳

升镇农科所村的 3000 亩油菜田已拉开采

收序幕。

在油菜地，记者看到，修水县农业农

村局的农技人员与农机手、种植户围成一

圈，耐心地讲解机械收割减损的方法。专

业的讲解，让在场的种植户及农机手收获

满满。“农技人员介绍了许多农机操作知

识，对我们开展机收工作有很大帮助。”农

机手张娥说。

多台收割机在油菜田中来回穿梭，

齿轮转动间，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

序一气呵成。油菜果壳和油菜秸秆被碾

成碎片，作为天然的有机肥料直接抛撒

还田，脱壳后的油菜籽“瀑布”般地从收

割机出粮口翻滚而下，落入运输车中，颗

粒归仓。

以前，人工收割效率低，浪费严重。

现在采用机收模式，一台机器每天可以收

割七八十亩，减少了损失，提高了效率。

“我们村的全部油菜预计 10天左右可以收

割完成。”太阳升镇农科所村党支部书记

邹华兵说，农机和农技同下地，可确保油

菜应收尽收。

在江西省瑞昌市横港镇油菜绿色高

效生产示范基地，千亩油菜田同样迎来采

收季。“我今年种了 1400多亩油菜，用一周

的时间就收完了。”横港镇种植大户范小

敏告诉记者，收完油菜后她紧接着就要种

水稻了。

近年来，江西各地机械化收割油菜已

是常态。机械化收割方式不仅速度快、成

本低，利用机器将秸秆直接还田后，还能

提高土壤肥力，有效解决后续秸秆处理的

难题。

此外，江西各地还根据耕地质量情

况和农民种植油菜的习惯，利用冬闲田

发展油菜生产。江西通过水稻和油菜轮

作，既能减少化肥使用量，改善农田生态

环境，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多元化和高效

化，让农户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生活越

来越美。

专家坐镇 收成保证

江西是油菜种植大省，2024 年夏收油

菜面积将达 900 万亩，为国家油料安全作

出重要贡献。

但是，2023 年江西油菜平均单产仅为

97 公斤，和全国平均单产相比，仍有非常

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在确保种植面积的

前提下，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效益，是江

西油菜生产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应对这一难题，科技帮了大忙。

“今年能有这样的好收成，真是没想

到！”江西省庐山市黄领种植家庭农场种

植户唐照林说，今年前期有冻害，雨水又

偏多，油菜收成可能好不了。

“按照农科院专家提供的单产提升技

术进行种植管理，没想到我种的油菜亩产

能达到 350多斤，还是丰收了。”唐照林说，

他种了 640 多亩油菜，用的是江西省农业

科学院自主选育的“赣油杂 8 号”油菜，良

种、良法、良制等共同发力，大大提升了产

量。

近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组织省内外

有关专家来到庐山市温泉镇，对“赣油杂 8

号”油菜品种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示范点

进行现场机收测产。

最终，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椿雨宣布

了测产结果：油菜亩产 175.6 公斤。他表

示，在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专家的技术支持

下，农户通过适期早播、合理增密、科学施

肥、适度管理，提升了油菜大面积种植的

单产潜力。

近日，九江市湖口县城山镇团墩村

300亩连片棉油轮作基地的成片油菜已迎

来成熟期，在这里，“赣油杂 8号”同样受到

农户的欢迎。

“‘赣油杂 8 号’平均亩产为 184.5 公

斤。”近日，江西省红壤及种质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肖国滨在经过现场实收测产后，宣

布了测产结果。

“油菜 5月中旬成熟，收割后正好种植

棉花。”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孙

桂琴说，目前湖口县有 7000多亩地进行棉

油轮作。这一轮作模式得到了种植大户

的充分肯定。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放眼广袤田

野，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协作，农业与

科技正在深度融合，江西为规模化、集约

化粮棉油生产探索出了新路径。

良机良法配套 赣鄱大地花海变“油田”

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高产油菜种植基地，农民正驾驶农机收割油菜。
新华社发（邓和平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朱虹 通讯员孟令子）5月 23日，黑龙

江省伊春市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伊春）特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

中心。双方将围绕林下特种动物、药用植物、食药用菌和森林食品等

领域，开展规范化种养殖技术、产地加工技术、功效成分提取转化和

大健康产品开发等研究，以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产业发展。

据悉，本次战略合作充分借助科技力量推进伊春农业高质量发

展，重点建设特种动物研究分中心，运用群体继代选育法，采用数学

模型，结合基因组选择技术，建立较完善的水貂遗传评估体系；围绕

优质、高产、低耗、抗病的育种目标，定向培育适宜在伊春地区推广应

用的水貂新品种。

同时，双方将建设北药产业研究分中心、食药用菌研究分中心、

森林食品研究分中心，为中药材提质增效、高值化利用和绿色健康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培育高产灵芝、黑木耳、蓝莓、山葡萄、五味子、软枣

猕猴桃等林下作物品种及新种质资源。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与伊春市科学技术局联合调研

后，发现伊春在优质动植物种质资源繁育领域有巨大潜力和科研需

求。这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的科研方向高度契合。基于

此，伊春市科学技术局谋划引入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的科

研团队，推动伊春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伊春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梁锐

表示：“此次合作为优质科研成果在伊春转化落地提供了平台，也为

伊春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黑龙江伊春

与中国农科院共建研究中心

随着天气转暖，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绿色农产品

加工园区内，清水河县中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蒙黑猪”养殖基地

生机勃勃，一座座现代化的猪舍整齐排列。与传统的猪舍不同，这个

猪舍采用菌制剂、酶制剂、肽制剂，通过微生物细菌分解猪的排泄物，

使舍内无废水、废气，而且不采用限位栏，猪群活动空间大，更利于猪

的生长。

“我们的猪肉质肥美鲜嫩、肉味醇香，且无腥臊味、肥而不腻、瘦

而不柴、弹性十足、有嚼劲，是可以用清水涮着吃的黑猪肉。”公司负

责人曹文辉说。

“蒙黑猪”为啥肉质好？原来，“蒙黑猪”的饲养方式与传统养殖

不同。该公司采用“药食同源”喂养模式，用于饲喂猪的饲料不含抗

生素。这不但生态环保，而且养出来的“蒙黑猪”肉质优良。“蒙黑猪”

猪肉具有高氨基酸、高蛋白、高钙且低胆固醇的特点，深受消费者青

睐。目前，“蒙黑猪”猪肉已经进入呼和浩特市多家酒店，还销往北

京、吉林等地。

猪肉是我国消费者日常饮食中重要的动物蛋白来源，生猪生产

在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清水河县以商招商、以链招商，推

动生猪产业发展壮大，积极引进黑猪种源繁育基地种养加服务一体

化生态循环产业链项目。清水河县中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该项

目，逐步形成“蒙黑猪”种、养、服一体化的产业链。

曹文辉介绍，拥有我国本土基因的“蒙黑猪”，由吉林农业大学黑

猪育种团队采用先进杂交技术培育而成，是内蒙古野猪、香猪、梅山

猪、松辽黑猪杂交而成的“混血儿”，种群表型一致、遗传性能稳定，具

有繁殖率高、成活率高和抗逆性强以及高度耐粗饲的特点。

该项目将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动力，基地为依托，充分利用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发挥当地及周边地区养猪业的现有优势，通

过“公司+专业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打造“种植—饲料加

工—育种—繁育—猪肉加工—终端渠道”完整的黑猪产业链。预计

在 5 年内，黑猪种源繁育基地实现年出栏黑猪 20 万头、年产黑猪肉

1.2万吨的目标。

“养殖基地的逐步发展，将带动周边地区种植业的发展，也为周

边闲置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让当地村民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

利。”曹文辉说。

混血杂交育种+药食同源饲养

呼和浩特“蒙黑猪”的美味密码

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贵福镇黄泥社区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贵福镇黄泥社区，，收割机在收割小麦收割机在收割小麦。。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邓良奎邓良奎摄摄））

5月 27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父老乡亲

农作物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海军组织农户一同抢种水

稻。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这里的 200亩水稻田使用的底

肥，是成都宏吉博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集中处理中心对

畜禽粪污进行“中温厌氧发酵”处理后产生的沼液肥。

作为四川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近 3 年来，大邑

县年均沼肥还田超 30 万立方米，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

90%。仅成都宏吉博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集中处理中心，

便可年产沼气约 1100万立方米、沼液肥 26万吨；每年可为

大邑县十万亩高标准农田提升有机质含量 0.129%。

当前正值夏收、夏种、夏管的关键时期，科技日报记

者在四川田间地头走访时看到，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正

助推四川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

平的天府粮仓。

有序夏收 确保颗粒归仓

花香变油香，油菜收割忙……在四川省雅安市名山

区万亩粮经现代农业园区内，记者看到饱满的油菜籽挂

满枝头。园区管理员姚青邦表示，园区经过高标准改造

的耕地“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实施田、土、水、路、电、

技、管综合配套，正进一步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目前园区

油菜籽产量大概 80吨，预计榨油 4万多斤。”他说。

巴中市恩阳区的油菜也陆续进入成熟期。该区下八庙

镇、尹家镇等地的村民趁着好天气收割油菜。金色田野上，

到处弥漫着油菜籽的芳香。

在尹家镇下苏村，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当地农机

手正驾驶履带式收割机在油菜地里来回穿梭，将一束束

饱满的油菜荚纳入拨禾轮中。前面收割机“开道”，后面

村民则“查漏补缺”，他们手持镰刀、铁耙等工具，将未割

尽的油菜全部割下，将洒落的油菜荚一一捡拾干净。“去

年，我们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撂荒地治理，流转了 400

余亩用于种植油菜的土地，目前油菜长势良好。通过采

用履带式收割机等先进机械设备，我们正加快收割进

度，力争颗粒归仓。”巴中市百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何定万说。

在绵阳市盐亭县，大型收割机正在麦田中来回穿梭，

将成熟的小麦收割装车。为确保全县 24万亩小麦颗粒归

仓，今年，盐亭涉农部门提前制订并完善农机跨区作业方

案，小麦收割实现提质增效。“我们组织协调县内县外

1000 多台收割机，对农机手进行技术培训，并及时检修和

保养机具，充分保障小麦收割顺利完成。”盐亭县农业农

村局农业机械化股股长李珍说。

在巴中市通江县广纳镇构花坪村，沉甸甸的小麦压

弯了麦秆，饱满的麦粒预示着今年又是丰收年。小麦联

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一行行麦穗被卷入收割机中，收

割、脱粒、除杂一气呵成，机器的轰鸣伴随着风吹麦浪发

出的沙沙声响，仿佛一首动听的田野交响曲。

“今年，园区小麦种植面积约为 2500 亩，现在已全面

进入成熟期，我们将按计划进行全程机械化收割。”嘉佑

农投公司粮油园区种植负责人张牧说，园区计划约 5天收

完小麦，并马上种植下一季的水稻、玉米。

科学夏种 孕育秋收希望

“好高级，我们的秧苗都坐上了‘过山车’，不仅省时，

而且省力。”5月中旬，记者走进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仁美

镇桔香稻田的育秧育苗中心，只见负责人黎可学时刻盯

着流水线，嘱咐工人们注重机器育苗细节。这是当地在

夏种期间首次使用自动化设备培育秧苗。

在该中心，工作人员仅需将育秧基质进行粉碎筛选

后，将其按比例与种子混合进入流水线，剩下的工作则都

交给育种机。随着流水线上的链条慢慢转动，覆土、播

种、浇水、盖基质、出盘等工序也随之进行，一个个育秧盘

便制作完成。在这里，每小时能制成 1500个育秧盘。

想要种好田，既要育好秧，也要施好肥。在大邑县，为满

足偏远山区规模化养殖场的处置需求，当地正推广浓缩处理

还田模式，将移动式粪肥浓缩富集设备直接投放到养殖场，粪

污变成沼液后，由粪肥服务合作社运输还田。在大邑县悦来镇

四川万物生养殖场，记者见到一根排污管连接着一个移动式粪

肥浓缩富集设备。养殖场负责人胡军介绍，粪污在通过干湿分

离进入这套处理设备后，5分钟左右就可转化为浓缩液肥。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夏”不仅是

夏粮收获的关键，也是夏种、夏管的黄金时期，对全年农

业收成至关重要。当前，四川各地正积极推进科学种植，

加强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精细夏管 全程保驾护航

“三分种，七分管。”当前正值玉米田间管理的关键

期，在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峰城镇野鸭村千亩玉米绿色

高质高效示范片里，几名村民正背着化肥深施器，在农技

站推广研究员李涛的指导下为玉米施肥，保障玉米稳产、

增产。

“ 我 们 今 年 的 目 标 是 玉 米 产 量 每 亩 达 到 1300 公

斤。”李涛信心满满地说，“产量要想提上去，田间管理

必须科学。”

李涛说，为了让农民的田间管理工作更加高效高质，

农技站正推广化肥深施装置。与传统的喷雾状喷头不

同，该装置可直接把喷头插入土地，使肥料直达作物根

部。“这一装置不仅效率高、速度快，而且对土壤污染小。”

他说。

在 达 州 市 宣 汉 县 ，进 入“ 三 夏 ”农 忙 关 键 时 期 以

来，不少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指导群众进行施肥、除

草、防治害虫等田间管理工作。目前，420 余名县乡农

技 人 员 深 入 基 层 一 线 ，累 计 为 17 万 余 人 次 开 展 了 技

术指导。

今 年 ，宣 汉 县 围 绕 水 稻 、玉 米 、油 菜 等 主 要 粮 油

作 物“ 耕 、种 、防 、收 、烘 ”等 关 键 环 节 制 定 政 策 ，明 确

了 服 务 组 织 、服 务 标 准 等 ，鼓 励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在

关 键 农 事 环 节 和 小 春 小 麦 、油 菜 统 防 统 治 等 方 面 ，

推 进 代 耕 代 管 等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 目 前 ，宣 汉 县 已

培 育 各 类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142 家 ，加 速 推 动 当

地农业发展。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眼下，各地进入

夏季管理关键时期，四川各地正加强对苗情、墒情的监测

评估，提前落实防御措施，做好了防灾减灾准备工作。目

前，全省“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行动正持续开展，48

个绿色高产高效行动整建制推进县、1000 个粮油千亩高

产片正加快建设。

科技科技““神笔神笔””绘出天府粮仓好绘出天府粮仓好““丰丰””景景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的王郭村智能化育秧

基地，只见一盘盘水稻秧苗青翠欲滴。在技术员指导下，工人们查看

秧苗长势，不断调整水稻育秧棚内的温度和湿度。

据了解，该基地共有 26个全自动智能化育秧棚，育秧品种以“晋

稻 17 号”为主，每棚植播 2000 个育苗穴盘，可满足 3000 亩大田插秧

需求。除满足本村插秧需求外，秧苗还供应山西省内其他地市。

该村技术员、山西省水稻研究所水稻试验基地专家冯润保介绍，

智能化育秧基地主要采用旱地育秧新技术。相比水田育秧，这种作

业方法不仅可以提高育秧效率、节省人力成本，还具有节约稻种、育

秧质量好等优势，有利于水稻稳产高产。

“育秧的关键在于种子、土壤和水。”冯润保告诉记者，水稻种子

泡水 2—3 天后，要用 3%的石灰水进行浸种消毒，捞出稻种并清洗掉

石灰后，需要将其放在催芽机里催芽 24 小时，再用自动育秧机进行

机械播种。此外，播种水稻的底土富含有机肥，酸碱值不能高于 6。

播下种子后，再覆盖一层含除草剂的浮土，浇水至饱和，使大棚内温

度保持在 28—30℃，就可以静待出苗。

“以前都是人工播种，现在有了自动育秧机，不仅省时、省工，而且出

苗均匀、出苗率高。今年我家还新盖了智能化育秧棚，手机上一键操作，

就可以自动喷灌、通风、监测温度。通风口还安装了防虫网，别提多方便

了。”村民张石柱乐呵呵地说，今年他家的水稻亩产预计可达750公斤。

王郭村智能化育秧基地配备了集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于一体

的智慧农业设施，可保障大棚内光照、温度、湿度适宜，营造有利的育

苗环境，提升秧苗存活率和抵御灾害的能力，保证育秧安全，缩短秧

苗生产周期。

智慧育秧 丰收在望

◎本报记者 韩 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