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大豆伙伴行动”近20位专家再
次集结黑河查苗情、诊病害、出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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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伙伴行动”近20位专家集结黑河》

14日，国家大豆产业体系
的专家们从北京、沈阳、哈尔
滨、大庆等地赶到黑河，直奔爱
辉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韩天富告诉记者，“伙伴行
动”是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
首创，由专家和农户通过亲密
伙伴关系联合攻关，破解大豆
领域技术转化“卡脖子”难题，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通道，
提升国产大豆的核心竞争力，
构建黑河大豆产业全产业链发
展体系。

“伙伴行动”为何落户黑河
市？韩天富介绍，黑河市是我
国大豆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
最高的地级市，常年大豆种植
面积约占全国总量的六分之
一。“提升黑河市大豆生产能
力，对稳定全国大豆生产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

韩天富表示，“伙伴关系”
就像一道连加法，包含多个层
次。比如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
系及岗站依托单位与大豆主产

区（黑河市），就是技术支撑与
服务保障伙伴关系；技术研发
者（岗站专家）与技术推广队
伍，又是双向互动伙伴关系；不
同领域专家之间，是联合协作
的伙伴关系；岗站专家、农技推
广人员与最终技术用户（新型
经营主体），是互帮互学无缝对
接的伙伴关系。

在五大连池市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该市农业农村局
二级主任科员纪洪坤向记者道
出了自己对这道“加法”更深的
理解，“专家们把技术集成投入
到我们各个县（市、区）的示范
区，通过示范引导，在提升自身
的科技水平基础上，也为其
他农户提供学习平台，建
立示范大户带动散户
的新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做“加法”

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
用研究院副院长孙磊，是

“伙伴行动”逊克县服务队
的队长，在逊克县“千亩方”
地头，他介绍了逊克县大豆
生产情况，着重强调了在

“玉—豆”轮作中，农民一直
找不到秸秆还田的破解之
法。服务队里的土壤专家
根据耕地情况，建议农民采
取秸秆全量深翻还田的方
式，并为农户提供田间操作
步骤和技术要求指导，保证
了秸秆还田作业质量，构建
了适宜大豆生长的耕层，提
高了耕地保水保肥能力，为
高产奠定基础。

解题1：秸秆如何还田？

在爱辉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专家们一
下车就直奔地里查看大豆重生情况。

指着稀稀拉拉，又“瘦”又矮的大豆秧，爱辉区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站站长张凤琴说：“要是没
有专家的及时指导，这些大豆秧早都没了。”原来
6月23日14时，当地遭遇冰雹灾害，“好多黄豆都
被砸的拦腰折断，我赶紧拍照片发给国家大豆产
业体系专家、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张玉先教
授。张教授告诉我，冰雹下来后土壤非常凉，可能
会有冻害发生，让我抓紧时间耕一遍地，增温散寒
散湿。”

当晚，张凤琴又把相关照片发到院士工作站
群，“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实操，没多久很多大豆在
被打折的主茎旁边又发出了新枝。我们实践中五
年积累的经验，也不如专家团队一年的指导。”干
了20多年农技推广工作的张凤琴说。

和张凤琴一样，北安市“千亩方”实施主体负
责人王福贵也深有感触。由于今春降水较多，王
福贵田里的大豆受到封闭除草药害的影响，叶片
萎蔫。北安技术服务队队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邹文秀得知此事后，
详细了解了情况，通过喷施叶面肥配套进行土壤
深松防寒，现在大豆
长势与未喷施除草剂
的地块一致。

此次“伙伴行动”
中期考察团，更是送

“医”送“药”到田间地
头。“我们这些不同学
科的专家，来对大豆
进行‘把脉’‘会诊’，

‘内科’‘外科’甚至是
‘妇产科’的专家都来
了，一起攻克大豆‘生
病’的问题。”韩天富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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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天富介绍，“伙伴行动”区别于专家们以往
的“独狼式战斗”，而是把专家们编成一个战队，各
地区、各领域专家之间相互交流，共同成长。

“单方面的付出不能长久，只有共赢才能可持
续发展。”孙磊体会很深，“‘伙伴行动’是整合专家、
政府和示范户各自的资源，以示范方建设为载体，
打造高产高效样板，既实现了农民增收，也展示和
验证了专家、企业的最新科技成果，合作共赢。”

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院长、国家大豆产业
技术体系绥化试验站站长、孙吴县技术服务队队长
景玉良说，以优惠供种为例，如果专家不推荐新品
种，农民可能都不会知道这个新品种，更不敢冒险
买新品种；如果专家不协调企业降价，农户也舍不
得增加投入买种子；通过专家推荐、企业让利的方
式，让农民切身感受到新品种的优势，以后农民就
会更踊跃购买良种。免费提供肥料也一样，农民得
了实惠，企业也扩大了品牌影响力，最终实现农民
增收、企业盈利，也推动了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

逊克县副县长张铁刚认为，大豆产业发展主
要存在农机、农技和良种三个问题。这些年随着国
家投入加大，农机这个问题在逐渐解决。现在“伙
伴行动”解决了农技和良种这两个非常突出问题。

“通过‘伙伴行动’，未来黑龙江省大豆产业会
发展成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模式，从土地的种植
耕种开始，到大豆的品质分析，以及生长管控，再
到后期加工和销售，整个过程都将可以支撑一个
高品质的产业链与技术
服务链。”韩天富说。

产业发展做“乘法”

服务程序做“减法”

黑河常年大豆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总量的黑河常年大豆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总量的11//66。。

鹿文成鹿文成（（左左））与五大连池市大军合与五大连池市大军合
作社理事长景志军探讨大豆如何增产作社理事长景志军探讨大豆如何增产。。

韩天富韩天富（（左二左二））等专家在田间会诊等专家在田间会诊。。

7月，正是大豆扬花的季节，国家大豆产业体系近 20位专家
再次集结黑河，这是继今年 4月“伙伴行动”启动以后，专家“伙
伴”们再次统一行动。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韩天富说：“现在是大豆生长的关键期，中后期管
理跟上去了，才能保证大豆稳产高产。今年黑河雨水不均，我们
要在各地走走看看，进行田间指导。雨大的地方，要及时排水防
涝、防虫、防病；干旱的地方，要及时跟进补充营养，保证大豆生
长所需的必要元素。”

记者跟随专家们一路走过爱辉区、逊克县、孙吴县、五大连
池市以及北安市，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探访专家们如何查苗情、
诊病害、出专方，力保黑河大豆丰收。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金禹成
□视频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金禹成

专家们专家们在爱辉区查看被冰雹砸后重生的大豆长势情况在爱辉区查看被冰雹砸后重生的大豆长势情况。。

扫一扫看视频
看韩天富咋支招

扫一扫看视频
听姜东华聊“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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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伙伴”如何做

“伙伴行动”伊始，就将育种、栽培、土肥、植保、农机、加工和产业经济等领域的专
家重新进行组合，组建了面向黑河市6个县（市、区）和农垦系统的7支技术服务队，这
些服务队在各自服务的县（市、区）创建“千亩方”高产田示范项目，为示范户提供大豆
生产全过程技术服务，减去了各种繁冗的过程，直接到田间地头，给出最直接的答案。

空间距离做“除法”

扫一扫看视频
看张铁刚谈产业发展

解题2：咋能精准选种？

以前大豆种植户为了节约成本，都选择自留
种，导致种子质量难以保证。五大连池技术服务
队队长、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副院长、国
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东北特早熟大豆育种岗位科
学家鹿文成，向农户推荐了他们研发的高产新品
种，使农民切实感受到使用高质量种子带来的效
益，引导农民在以后的生产中科学选种、用种。

解题3：如何科学施肥？

逊克县服务队土肥专家结合情况进行施肥
技术指导，采取生物有机肥与化肥相结合、破垄
夹肥与分层施肥相结合、土壤施肥与叶面补肥
相结合的“三结合”施肥方式，既满足了大豆生
长的养分需求，又兼顾了土壤质量和经济效
益。并协调肥料企业为示范户提供生物有机肥
8吨，用于示范区建设。

解题4：咋防控病虫害？

据介绍，每个队的植保专家都为
示范户定制了大豆全生长期采用的植
保方案，春季播种前指导农户采用种
衣剂拌种，对土传病害和早期地下害
虫进行预防。对于长期单一除草剂配
方的使用造成田间恶性及难防除杂草
增多的现象，建议农户采用苗前土壤
封闭处理和苗后茎叶处理方法对田间
的杂草进行综合防控。根据多年的数
据积累和当年气象数据，并结合田检，
对病虫害的发生提前进行预判，做到
早防早控。

解题5：如何调动资源增收？

在专家队伍中，东北农业大学的
李杨教授是我省粮食、油脂及植物蛋
白工程专业首个博士生，他就是专门
研究餐桌上的大豆的，此行他也是为
了调动更多资源，将大豆加工企业引
入各县，延长产业链，提高农户收益。

孙磊深有感触地说，通过“伙伴行
动”的实施，真正构建了大豆从土地到
餐桌的全产业链技术服务体系，为大
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
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