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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刚过，眼下正是农忙时节，记
者在四川成都崇州市乡村走访时看到，
当地积极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智能农
机、遥感卫星、地面感应装置构建起数
字化智慧农田管理系统。科技与农业深
度融合，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在崇州市隆兴镇，高标准农田集中
连片，作业便道平整通畅，排灌渠纵横
交错，现代化农业设施齐备，麦地里收
割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

看着来回穿梭的收割机，隆兴镇石马
村村民张禄永心里踏实多了：“大春生产
要抢早，5月中下旬要把麦子收割完，边收
割边给腾出的田地堆肥、放水、插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2022 年建
设高标准农田1亿亩。崇州通过建设高标
准农田，对农户分散种植的耕地统一规
划、平整，解决土地条块杂乱、供排水
不畅等问题。

“前些年的土地整理和高标准农田改
造对合作社的帮助很大。”崇州市集贤梁
景土地股份合作社理事长牟崇伦驾驶

“铁牛”在田里插秧。记者掐表计算了一

下，插秧机最快约8分钟就能完成一亩水
稻的插秧。他说，与普通农田相比，高
标准农田供水更稳定、抗灾能力更强、
粮食产量更高，合作社的水稻亩产从八
九百斤提高到 1000多斤，播种面积也从
2012年的300多亩增加到目前的2300亩。

崇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春江介
绍，2011年至 2020年，崇州市共认定高
标准农田36.43万亩，亩均投入标准不低
于 3000元。2022年大春粮食计划种植面
积36.2万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31.82万
亩，比2021年增加1200亩。

高标准农田建好了，智能农机装备
有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在崇州市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旋
耕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全自动粮
食烘干设备等 20多台现代化的农机装备

“列队待发”。
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王伶俐是名

“90后”，7年前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追
随父亲——成都市第一批农业职业经理
人王志全，当上了“新农人”。如今父女
携手管理3个合作社，打理的田地也从最

初的80多亩发展到如今的3900多亩，实
现了育秧、插秧、植保、收割、烘干等
全程机械化作业，并引进了现代农业服
务智慧平台。

“以水稻插秧为例，过去一个人一天
最多能插 2 亩田，而插秧机一天能插约
50亩。”插秧机在田里跑，王伶俐坐办公
室里，在手机后台上就能看见插秧机作
业轨迹，如果疏密不均，还可以及时安
排人手去补插。

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已发展成为
集粮食规模种植、烘干仓储、加工为一
体的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21
年营收 277 万元，社员亩均分红 782 元。
王伶俐打理的 3 个合作社 2021 年小麦干
产约228万斤，水稻干产约418万斤，她
也因此荣获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
人”称号。

“合作社还为周边 2万多亩农田提供
从种植到加工全程农事服务。”王伶俐
说，顺应农业数字化、智能化大趋势，
她正在从粮食经营者变成农业综合服务
提供商。

从靠天吃饭到“慧”种田，崇州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变得越来越“智慧”。

“科技让田变‘聪明’了，动动手指
头就可以监测水稻生长情况。”牟崇伦掏
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了“北斗农机管
家”手机应用，一点就能看到一台插秧
机的作业情况。以往“手忙脚乱”，如今
熟练地“云”上巡田，这位种田 30多年
的老农多了一份从容。

“稻田里安装了小型气象站和传感设
备，通过数据分析，不用下田就知道哪
块田需要病虫害防治了。”王伶俐笑着
说，利用数字化和机械化节约了成本，
每亩增加了约30%的效益。

高标准农田、智能化农机装备和农
业大数据平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支
撑。黄春江说，破解“谁来种地、谁来
经营、谁来服务”难题，崇州市持续探
索，逐渐构建起“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
职业经理人+农业综合服务”的新型农业
共营制，发展智慧农业，农业数字化加
快向产、供、销全产业链渗透，进一步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藏粮“智慧田”
——四川崇州夏收夏种见闻

新华社记者 叶含勇 袁秋岳 袁波

5月的黑龙江，正是春播
春种好时节，大豆播种陆续展
开。在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高产攻关
大豆实验种植地块，机车轰
鸣，分层施肥、播种、镇压、
封闭灭草多台机车同步作业，
拉开扩种大豆序幕。

今年，友谊分公司计划播
种大豆面积 55 万亩，比去年
增加 30 万亩，力争大豆总产
量达到 1.8亿斤以上。为了深
挖大豆潜能，这家分公司采取
了秋季深松整地、测土配方分
层施肥、玉米大豆轮作等配套
技术。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的优
质大豆生产和供给基地，常年
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 40%以
上，商品率达 80%以上。当
前，正值大豆播种期，黑龙江
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有利时
机，确保大豆播在高产期。

近日，在黑龙江北大荒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分公司的
全国大豆高产竞赛“百亩方”
创建地号内，配备卫星定位系
统的大马力机车牵引着大豆精
密播种机进行高标准作业，镇
压机械紧随其后开展“一条
龙”无缝对接作业。

“作为大豆良种繁育基
地，今年我们分公司超计划完
成大豆扩种任务，乘势推动

‘稳粮扩豆增面积’向‘产量
提升挖潜力’过渡。”新华分
公司农业生产部副部长王译阳
说，今年分公司大力推广以

“节本增效”为主体的新技
术、新机具，引进 13 台大豆
气息式精量播种机。

新华分公司地处黑龙江省
大豆优势主产区。“去年我这
块地的玉米每公顷产量 14.7
吨，今年种大豆，有良种良法

加上大机械，我有信心大豆产
量创新高。”新华分公司种植
户康凯说，大豆气息式精量播
种机播种效率高、质量高，为
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今年我们合作社经营耕
地3.5万亩，计划种植大豆2.5
万亩，比去年增加 1.4万亩。”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嘉兴现
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盖永
峰说。

他说，今年国家鼓励扩种
大豆，加上大豆行情好，种植
大豆的积极性更高了。

今年这家合作社和广东珠
海一家豆制品企业签订了长期
合同，建立2万亩大豆标准化
示范基地。

作为传统大豆主产区，黑
龙江省黑河市积极优化种植结
构，加快落实扩种大豆任务，
宣传大豆生产者补贴、耕地轮
作试点补助等政策，将大豆种
植面积落实到户到田。黑河市
农业农村局预计，全市种植大
豆面积1534.4万亩，较上年增
加279.4万亩。

近日，在北大荒集团八五
〇农场有限公司第一管理区的
一处地块，种植户袁志欣正驾
驶着大马力作业机车，牵引一
台大豆播种机在地里播种。他
告诉记者，这几天的天气晴
好，土壤墒情非常合适，正抓
紧时间对大豆进行高标准播种
作业。

今年，黑龙江省把新增
1000 万亩大豆作为重要任务
来抓，印发了 《2022 年黑龙
江省扩种大豆工作方案》。方
案提出，今年黑龙江省大豆种
植 面 积 达 到 6850 万 亩 ， 比
2021 年增加 1000 万亩以上；
力争总产量达到 170亿斤，比
2021年增加26亿斤以上。

大豆播种正当时 黑土地上扩种有“底气”
新华社记者 王建

立夏刚过，河北省磁县磁州镇湾漳营村的
麦田里，多架植保无人机在距麦苗约3米高处
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据悉，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
剂进行混合，植保无人机一次喷洒，能够实现
防虫、防病、防干热风。湾漳营村村民郭志付
在村里承包了 600多亩耕地，他说，眼下地里
大部分麦苗已经是一类苗，只要做好后续管
护，不出现极端天气，大概率能丰收。

受 2021年 9月底、10月初连续降雨影响，
河北省播种的 3350 万亩冬小麦中，超过 2000
万亩晚播。为抓好晚播小麦苗情促弱转壮，河
北省启动了冬小麦“科技壮苗”专项行动，动
员全省农业科技力量，因地因苗因时施策，多
措并举保障粮食生产。

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河北省已
组织 1.6万名农技骨干、1000多名农业科技专
家、4.5万名粮食生产科技专员深入田间，制
定 121个冬小麦技术方案，解决了 343项技术
难题。截至目前，河北省冬小麦一、二类苗占
比88.8%。

邢台市宁晋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梁建
辉说，尽管前期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丝毫不
敢懈怠，尤其目前小麦处于灌浆期，是影响小
麦产量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他们
更要多深入田间地头，制定相关方案，为夺取
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做好科技壮苗，必须时刻关注天气变
化。”邯郸市邱县副县长刘红梅说，当地组织
农业、气象等部门，坚持气象灾害预防和病虫
灾害防治“两手抓”，针对区域内常发的病虫
害和气象灾害提前采取措施，降低大风等气象
灾害带来的倒伏和条锈病的传播，通过广泛宣
传和培训，开展有效防控。

为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工
作，不少地方还开通“网上课堂”，专门为晚
播小麦的最新情况进行讲解，并通过互动、评
论、留言解决村民面临的“个性化”问题。近
日邯郸市曲周县曲周镇东芦王庄村村民王建彬
种植的小麦出现白色霉点，带着这个疑惑，他
和县里的农技人员王寒菊进行了视频通话，之
后通过喷洒相关药物，使得小麦“病情”得到
好转。

一些地方还推动组织农业合作社、社会化
服务组织等，在疫情期间为农民提供代防代治等科技服务，确保
正常田间管理。邯郸市永年区不少种粮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当起
了“田经理”，永年区种粮大户郝科向说，疫情让部分区域出现
暂时封控，他们年初专门受过管理晚播小麦的培训，近期相关部
门又配发了通行证，一旦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带上先进的机械设
备，协助农户开展农业生产。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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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黄河入海的山东省
东营市气温渐高。在许多人休闲时，利
津县北宋镇佟家村的佟福兴却过了个充
实的劳动节。

面对蘑菇种植户各种来电咨询，有
的视频指导就能给出答案，有的要到现
场教学，佟福兴总是不厌其烦。

接二连三的咨询电话，奔的是佟福
兴过硬的食用菌选育和种植技术。他从
1990 年便投身食用菌选育，边干边
学，2018 年和 2019 年先后获评农民农
艺师中级和高级职称。前不久，他还拿
到了农民正高级农艺师资格证书，“田
秀才”的名声更响了。

考虑到自己仅初中毕业，佟福兴打
心眼里感谢评审条件“接地气”。“现在
农民评职称不看重学历，只要手里有农
业技术绝活，能带动老百姓致富，就能
申报农艺师职称。”他说。

记者了解到，利津县重视培育“田
秀才”“土专家”，评选职称既要“干得
好”也看“带得好”，目前像佟福兴一

样拥有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的共有
103人。

实际上，佟福兴自主选育食用菌也
是不得已为之。最初，他也从外地购买
菌种，“但引进的一些品种长得并不
好，我就琢磨着选育一些适合当地的新
品种。”他说。

案头上整齐摆放着 《食用菌》 和
《中国食用菌》等杂志，佟福兴的好学
可见一斑。正是靠着这种好学与钻劲，
佟福兴已研发选育出 120 余种食用菌、
药用菌新品种，他说，“比起其他蔬
菜，食用菌管理简单、生长周期短、价
格稳定，适合老百姓种植。”

专注食用菌研发 30 余年，佟福兴
的客户已辐射到河南、天津等地区。

“一般种植规模较大的客户投料 20 万

斤，能够生产至少 20 万斤蘑菇，按照
每斤 3 元的市场批发价，收益很可
观。”佟福兴告诉记者。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佟福兴
的干劲更足了。在政府支持下，由他牵
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
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 5
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从菌种销量看，种植户数量、种
植规模都在增加，这说明更多老百姓在
种蘑菇上挣到钱了。”佟福兴说。

在佟福兴这样的“新农人”带动
下，目前利津县农业龙头企业已达 89
家、农民合作社达818家、家庭农场达
396 家，打响了“临合蜜”甜瓜、“綦
家嘴”葡萄等一批特色农产品招牌。

(新华社电)

黄河边上“新农人”

不久前，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永顺县立烈村，来了几位青年设计
师。他们是中建五局装饰幕墙专业设计
院的志愿者，前来帮助这个偏远山村美
化人居环境。

立烈村的年轻劳动力大多外出打
工，留守村民中一半以上超过 60 岁，
很多民房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土家族传
统木屋。面对这样一个“古老”山村，
这群城市里的设计师准备大展身手，但
没想到一开始就被泼了冷水。

1998 年出生的卢嘉涛，准备在农
户墙上画一幅“放牛的老农”彩绘。在
他看来，这是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景象。

没等画完老农的背影，村民谢长林
端着一盆水过来，哗啦一下泼到墙上。
原来，他觉得画里的老农像自己，心里
有些不舒服。

这件小事，让青年设计师明白了和
乡村老人的相处之道：美不应是强加
的，要尊重乡村的风土人情和村民的意
愿喜好。

卢嘉涛再次设计彩绘时，便会征询
村民的意见。在 69 岁的谢长根家里，
老人提出：“能不能画 4只鸡，四季发

财，有个好兆头。”
卢嘉涛爽快地答应了。他拿起画笔

在已画好的3只鸡旁边，又画了一只飞
在半空中的公鸡。

最后剩下眼睛，他邀请谢长根为公
鸡“点睛”。老人拿起画笔，小心翼翼
地画上眼白，笑呵呵地说：“我上学的
时候，画画课还拿过99分呢。”

设计师和村民的关系融洽了，工作
开展得更加顺畅，一个个创意变为“颜
值”很高的农家小景。

门前垃圾地清理干净，种上山里挖
的兰花、麦冬；堆满杂物的角落开辟出
一片苗圃，搭建了葡萄架；路边捡的干
葫芦，切开、上色，便是一个别致的吊
花篮……

66 岁的村民杨正祥，家门口有株
紫薇树。这位身形瘦小的老人有个癖
好，他喜欢爬到树上，坐在树杈上休

息。周边的几位老人也会在茶余饭后聚
集在树下聊天，有的站着，有的蹲着。

青年设计师袁公欣用废弃的砖块、
木板、树根，制作了一张简易的方桌和
几把椅子，摆放在院中，为老人们创造
出一个舒适的“议事空间”。他还给这
里取了个名字，叫作“拾光小院”。

看着焕然一新的庭院，杨正祥老人
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说，很喜欢小伙子
设计的东西，以后他还要给桌子刷上清
漆，再给小院子扎一排竹篱笆。

“80后”设计师蒋军良说，美化乡
村并不需要大拆大建，而是要利用本地
材料，尊重乡土文化，让每一处设计仿
佛都是从山村环境里“长”出来的，并
且让老百姓能够参与进来。

乡村环境变美了，年轻人更愿意回
来。如今，立烈村正在谋划发展乡村旅
游，推动乡村振兴。

“古老”山村来了青年设计师
新华社记者 白田田 柳王敏7日 6时许，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田家

街道大堡子村内，一排排蔬菜大棚鳞次栉
比，经受光热洗礼的碱地西红柿逐渐转色，
饱满紧实。郭佳明走进大棚，轻轻拧开阀
门，藏在地垄间的滴灌细管喷射出雾状的水
花。

盘锦市位于辽河入海口，辽河三角洲中
心地带盐碱地居多，当地种植多以水稻为
主，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偏少。郭佳明 2015
年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后，选择回村创业，
研究改良了碱地西红柿种植技术，为村民们
在田园里造起了“致富梦”。

最开始，郭佳明种植碱地西红柿，支持
者并不多。决定创业后，他与辽宁省盐碱地
利用研究所建立合作，每天起早贪黑，凌晨
两三点就起来去柿子地干活，研究种植技术。

种植成功后，郭佳明又当起了致富带头
人，从翻地选种到盖膜育苗，从浇水施肥到
病虫害防治，每一个环节，他入户入大棚，
手把手地给菜农教技术。在他的努力下，当
地的碱地西红柿从低产到高产，种植面积逐
渐扩大。如今，在大堡子村，有300余个大
棚，近800名村民种植碱地西红柿，2021年
村民平均收入达3万元。

产业兴旺映红了村民的笑脸，大堡子村
也开始重视精神生活，逐步优化人居生态环
境，让村子“靓”起来，焕发新的生机。

记者走进大堡子村看到，在成行的大棚
之外，令人赏心悦目的还有干净的街道和整
齐的村舍，每家每户门前都种植着各类花草
果树。除了洁净，村里的各类服务设施不断
增加，村民广场、5G网络、新能源车充电
桩……

在盘锦市，像大堡子村这种干净整洁、
鸟语花香的“田园式乡村”并不是个例。几
年来，盘锦市完成乡村植树24.5万株，建设
园林新村 24 个，美丽庭院覆盖率达到 40%
以上。

“村子变美了，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也越
来越多。”郭佳明说，尝到了科技致富的甜
头，自己的干劲十足。目前，郭佳明正尝试
延长碱地西红柿生长期，试水直播带货，打
造本村自有品牌，在美丽的乡村里继续书写
新的田园畅想。

(新华社电)

盐碱地里的田园“造梦”

5 月7 日，采茶女工在吴三地传
统茶园采摘老枞水仙。

地处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的吴三
地是福建省武夷山市洋庄乡浆溪村所
辖的一个高山自然村，村民世世代代
种茶制茶。近年来，当地茶农依托天
然生态优势和传统茶树资源，继承并
创新茶叶制作技艺，实现生态保护和
茶产业发展双丰收。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福建武夷山：

高山茶高山茶农生态致富农生态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