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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

一片片金黄色稻田如画卷般铺展在昔日

的盐碱地上，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今

年每亩地预计产量 1100 斤，比去年还要

多。”肇源县种畜场农户姜涛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春播一袋种，秋收一碗粮。种树树

不活，种草草不长。”这句话曾在肇源县广

为流传，足见盐碱地的贫瘠。肇源县是典

型的土地盐碱化地区，共有耕地 260 多万

亩，其中可改造盐碱地约有 20万亩。

如今，这片盐碱地在勤劳聪慧的肇源

人手中，一步步变为“鱼米之乡”。谈到这

一转变，不得不提一位“土老板”——被当

地人称为“碱痴”的黑龙江省肇源县鲶鱼

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云楼。

2007年，土生土长的肇源人蔡云楼打

算在盐碱地上种水稻。很多人劝他：“要

想破产，你就大胆干吧。”但蔡云楼很倔，

他此前从嫩江引水，把盐碱地变成湖泊湿

地，不仅改善了附近区域的生态环境，还

通过在湖里养鱼，小赚了一笔。但没想

到，在盐碱地里种水稻这么难，5 年赔了

1000多万元。

可屡败屡战的蔡云楼没有退缩，他每

天扎在盐碱地里。一年秋收，他的试验田

里有一块 6亩的地单产超过 850斤。翻出

生产记录，这块地比以往晚栽了 20 天。

他把嫩江水装回来反复试验，发现种植时

如果温度在 13 摄氏度以上，稻苗在盐碱

地可以更好地生长。

这个发现，成为破局的“钥匙”。

蔡云楼请来专家帮忙。近年来，肇源

县的盐碱地迎来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

新中心、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东北农业

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等单位的专

家。他们有的攻关盐碱地改良，有的开展

水稻耐盐碱基因研究，有的致力于盐碱土

调理剂研发。

“这些科研团队通过挖掘耐盐碱种质

资源、研发新型土壤改良剂和配套技术等

手段，不断提升盐碱地的农业生产潜力。”

肇源县科技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肖文

鹏介绍，土地的盐碱度逐渐降低，一个个

耐盐碱的新品种茁壮成长，科技创新让

“不毛之地”变成了连年丰产的良田。

依托碱地大米等特色农产品资源，肇

源县打造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

品，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 我 们 出 产 的 碱 地 大 米 的 pH 值 为

6.7—6.9，接近中性，有利于调节人体酸碱

度平衡，还能养胃。”蔡云楼介绍，由于营

养价值丰富，肇源县的碱地大米在线上线

下都成了抢手货。

肇源县农民不曾想有一天会因盐碱

地过上好日子。“黑龙江省肇源县鲶鱼沟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每年按高于市场价

5%—10%的价格收购我们种植的水稻，一

年 20亩地我能增收近 4000元。”肇源县种

畜场农户张雷说，靠种植碱地大米，县里

很多农户走上了致富路。

黑龙江肇源：“不毛之地”变万亩良田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探访位于山东省西

南部的济宁市嘉祥县大豆优新品种展示示

范区，看到一幅丰收在望的景象：豆秸又粗

又壮，豆荚密密麻麻，长势十分喜人。

从去年至今，农业农村部、中国种子协

会、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家纷纷来到示范

区调研，这里的大豆优新品种赢得专家们

交口称赞。

“圣豆 101”被誉为百里挑一的好品

种，具备耐密优质高产特点；“郓豆 1 号”最

高亩产 369.7 公斤，荣获 2023 年全国大豆

高产竞赛“清种夏播”组第一名……

嘉祥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

员高先涛向记者介绍，这片占地 300 亩的

区域展示了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24 家种业企业，以及中国农业科学院、南

京农业大学、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等 34 家高校

院所的 626个大豆新品种。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种

业振兴行动，完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作机

制，加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选育

推广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种。

落 实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研 发 农 业“ 芯

片”，嘉祥持续发力。据了解，该县年繁制

种 量 约 2.4 亿 斤 、良 种 推 广 覆 盖 2400 万

亩，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区域性良种繁育

基地。

“我们推进科企深度融合，构建了协同

创新体系。”嘉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冬丽告诉记者，嘉祥推

行“一家企业主导对接一个科研单

位”模式，推动种企与68家科研院所

深化合作，建成全国首家大豆种业院士工

作站、8个省级以上创新研发平台；柔性引

进中国工程院院士盖钧镒等 80 余人；培

育大豆种子产业集群骨干企业24家。

“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很高，这是短

板，也意味着潜力。”中国种子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蒋协新认为，我国耕地资源

有限，发挥种业科技优势，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是增强大豆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

措施。

走进山东华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只见 38 个自主研发的大豆新品种被放

置在透明瓶子中，整齐地分列左右，仿佛

等待接受一场“科技检阅”。这些品种都

出自该公司董事长、农民高级农艺师钱

振亚之手。

他随手拿起一瓶大豆种，向记者介

绍：“这是我们自研的‘郓豆 1 号’，别看

它外形不出众，但连续两年刷新了山东

夏大豆高产纪录。”

新品种创造高产量，诠释着“藏粮于

技”的真谛。

嘉祥人将国内大豆产业链条上的科

学家、企业家、种植户们紧密团结在同一

“战壕”中，共同播下“郓豆1号”“华豆17”

等数百个优质大豆品种，迎接收获季。

山东嘉祥：一块田培育626个大豆良种

秋风送爽，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熟

了。这里是业内公认的酿酒葡萄种植黄

金地带之一。青铜峡市益新农机服务有

限公司负责人、科技特派员许涛，加紧引

进一台酿酒葡萄采摘机，准备大干一场。

葡萄酒是青铜峡市一张自带芬芳的

“紫色名片”。全市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

15 万亩，拥有酒庄 23 家，累计培育葡萄

酒品牌 114 个，2023 年酿酒葡萄产业综

合产值突破 80 亿元，发展葡萄种植户

1580户，每年带动务工 1.2万人。

有广袤的种植面积，就要有机械作

业服务。

“我们充分发挥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通过集中连片

推进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绿色高效

农业生产方式，不仅让农民省心省力，还

提高了葡萄产量和质量。”许涛说。

在青铜峡市邵岗镇甘城子葡萄种植

核心区，许涛领着一众“田保姆”积极开展

机械社会化服务。公司还与3家法人科技

特派员携手建立酿酒葡萄创业联盟，打造3

万亩智慧葡萄园区，引进酿酒葡萄采摘机、

避障式株间除草机、夏剪机、冬剪机、吊杆

式打药机、枝条粉碎机等高端农机，提高了

宁夏葡萄产区的机械化应用水平。

酿酒葡萄农机农艺有机融合，是青铜

峡市农业发展的缩影。“备足智慧高效的农

业机械，才能让农业跑出‘加速度’。”青铜峡

市科技局局长官振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今年一开春，青铜峡市就投入大中型拖拉

机820台、小型拖拉机1270台、播种机145

台，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奠定基础。

今年春耕备耕以来，宁夏众聚鑫农

机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科技特派

员李波和他的农机就没闲下来。大型旋

耕机、覆膜播种机、农用无人机等机械轮

番上阵，在田间地头大显身手，让种地高

效又便捷。

这些买回来的“大家伙”有时会“水

土不服”，为了让农机更好适应当地种植

环境，李波常常亲自动手改造。例如，机

械配好的肥料需要人工手动添加到播肥

机里，这个工序看似简单，却要耗费不少

人力。为简化这个工序，李波动手做了

一个装置，它能使配好的肥料通过传输

管进入播肥机，一个人一天能添加 20 吨

肥料，大大提升了效率。

看着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邵岗镇玉

米种植大户郑华龙情不自禁地对李波感

慨道：“自从把土地托管给你们，都是大机

械在作业，我自己不用出力不说，玉米产

量还提高不少。如果不是这些大型农机

帮忙，至少得多花1倍时间和精力。”

今年，青铜峡市种植粮食作物 43.99

万亩以上，其中春小麦 2.56 万亩、水稻

2.1 万亩、玉米 38.3 万亩、大豆带状玉米

复合种植 1.03万亩，这少不了拖拉机、播

种机等“金戈铁马”冲锋陷阵。

“我们将在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同

时，进一步为农民做好田间管理，提升农

业生产全环节机械化作业服务水平，加

快智慧农业发展步伐，确保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官振华说。

宁夏青铜峡：为作物丰产装上“加速器”

“用了新技术后，玉米和高粱的产量

能增长 20%，预计玉米亩产 1800斤以上，

高粱亩产可达 1000 斤。”陕西省榆林市

定边县红柳沟镇红柳沟村村民梁文学近

日向科技日报记者算了笔账。今年他参

与了旱作集成技术推广项目，成效显

著。“科技种粮就是好！”他感慨道。

眼下，糜子、谷子、高粱、荞麦等杂粮

进入灌浆期。记者走进定边县杂粮种植

基地，看到秋色染山野，一派丰收美景。

2024 年，定边县实施旱作集成技术推广

项目，覆盖面积达 13.645万亩。

与初尝科技种粮“甜头”的红柳沟村

不同，定边县纪畔村实施旱作集成技术

推广项目已有两年。在科技支撑下，纪

畔村近 1.5 万亩杂粮长势喜人，让全村

1300余名农民增强了种植杂粮的信心。

“科学种植杂粮不仅能增加产量，还

特别省水，我明年打算接着种。”纪畔村

村民王学彦说。

定边县地处北纬 37 度杂粮黄金种

植带，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是

天然的优质杂粮产区。近年来，定边县

把杂粮产业作为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主攻方向，坚持走科技种植路，打特色优

质牌，于 2023 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杂粮分为糜谷类、荞麦、豆类等不

同种类，是定边最具资源优势的特色农

业产业。”定边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学瑞

介绍，定边杂粮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120 万亩以上，年产量达 3.2 亿斤以上，

是陕西杂粮的主产地和核心区。

为了应对水资源短缺瓶颈、实现农

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定边大力开展旱

作集成技术推广项目，让杂粮产量大增，

为农户增收致富“挑起大梁”。

定边县农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剑

介绍，旱作集成技术主要包括深松整地、

轮作倒茬、选用抗旱耐旱品种、应用保水

剂、精量播种、精准施肥等一系列技术措

施。“旱作集成技术推广项目区内良种覆

盖率、农膜使用率、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率

均超90%，亩均增产200元以上。”李剑说。

数据显示，2023 年定边新建成高标

准农田 7.99 万亩，全县农业总产值达

66.12 亿元，增速位居榆林市第一；粮食

总产量达 37.89万吨，创该县历史新高。

“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深度开发荞麦酵素、马铃薯粉等特色产

品，进一步做优定边‘土特产’大文章。”

王学瑞说，定边将积极申报陕北杂粮产

业集群，并加大对县域公共品牌的推广

力度。

陕西定边：让小杂粮长成大产业

金秋时节，荷叶开始褪去翠绿，但荷

塘中的莲藕到了最肥硕、脆甜的时候。

眼下，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桂区藕

莲天下水生蔬菜产业核心示范区的藕田

里，随处可见采藕的忙碌景象——采藕

工们顺着莲梗，抓住泥下的莲藕，用高压

水枪冲刷根部淤泥，再拉着莲藕茎秆往

上一提，一根根莲藕便从泥中跃出水面。

“每天挖藕有 300 元收入。”采藕工

杨成说，他连续多年到藕田采藕，在莲藕

采收季能挣到 2 万元。同时他还将自家

的 5 亩地流转出去种植莲藕，每年仅从

采藕、地租两项就能收入 2.5万元左右。

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示范区

内种植的莲藕生长快、产量高，肉质细

嫩、口感鲜美，莲花可观赏，荷叶、莲子也

能入药。由于色泽亮丽、甜脆鲜嫩，“平

桂莲藕”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3 年第一批

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

示 范 区 引

进了广西丽卓

农业科技有限

公 司 等 企 业 。

公司负责人丘启送说，目前正在采收的是

双季莲藕的首季藕，颇受粤港澳大湾区消

费者青睐，每天订单量在7500公斤左右。

莲藕种出好效益，背后离不开良制

护航。贺州是“百年菜乡”，也是粤港澳

“菜篮子”。近年来，广西实施现代化特

色农业示范区建设增点扩面提质升级行

动，2017 年全面启动创建藕莲天下水生

蔬菜产业核心示范区，鼓励农户种植马

蹄、莲藕、香芋等特色农产品。

平桂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祖彪

说，平桂区实施莲藕品种结构创新、种植

模式创新、装备设施创新、经营模式创

新、组织管理创新“五项创新”制度，推动

经营组织化、生产标准化、装备设施化、

要素集成化、特色产业化“五化”建设，种

植双季莲藕 1.59 万亩，其中示范区的核

心区种植双季莲藕 3900 亩。平桂区年

产莲藕 5.8万吨，年产值 3.4亿余元。

李祖彪介绍，在品种结构方面，示范

区与武汉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水生蔬菜研究室、广西农业科

学院开展合作，引进“鄂莲 5

号”“鄂莲 6 号”等品种，辐射

带动羊头、沙田和鹅塘等 5 个

乡镇种植优质品种莲藕 1.2万

亩。在种植模式方面，示范区

的核心区加快土工膜高标准农田建设，

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改造，创新推广

双季莲藕栽培等技术。

在装备设施方面，示范区全面实现

病虫害统防统治和莲藕机械化采收，病

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 100%，机械化采

收率超 90%，农产品初加工率在 90%以

上。在经营模式方面，示范区引进贺州

市瑞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农业龙头企

业，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种植户”

经营模式，通过企业推动土地连片流转

5000 多亩，带动 1270 余户村民就业。在

组织管理方面，示范区与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嘉宝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等合作，打造农产品出口备案基地。

平桂区不仅大力发展食用藕产业，

还更换观赏藕的品种，增加游玩和体验

项目，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广西贺州：擦亮“平桂莲藕”名片

编者按 9月 22日是秋分时节，也是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的硕果，离不开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为迎接丰收节，本报

推出特刊，展现多地推广优质品种、先进装备、适用技术等方面成果，探寻“五良”融合发展的科技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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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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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虹 李丽云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本报记者 王迎霞

◎本报记者 王禹涵
通 讯 员 叶 子 卢云云

◎陶胜平 本报记者 刘 昊

图①图①：：农民驾驶收割机在黑龙江肇源盐碱农民驾驶收割机在黑龙江肇源盐碱
地里收割水稻地里收割水稻。。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图②图②：：在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在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人
工气候室里工气候室里，，工作人员在查看大豆生长情况工作人员在查看大豆生长情况。。

赵威赵威摄摄

图③图③：：宁夏众聚鑫农机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宁夏众聚鑫农机作业服务有限公司
组织机械进行苜蓿收割组织机械进行苜蓿收割、、打捆作业打捆作业。。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图④图④：：陕西榆林定边农户迎陕西榆林定边农户迎
来杂粮丰收来杂粮丰收。。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图⑤图⑤：：广西贺州藕农在清洗广西贺州藕农在清洗
刚采挖的莲藕刚采挖的莲藕。。 陶胜平陶胜平摄摄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视觉中国提供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视觉中国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