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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磊 于爽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

在八五五农场有限公司大豆良
种繁育基地的试验室内，农业技术
人员正专注地对一盘盘长势喜人的
大豆种苗进行检测、分析、记录，经
过精细筛选、纯度测试、水分化验等
流程，一批批加工包装好的大豆良
种按品种、批次整齐地码放在存储
库房内，即将按照订单信息配送至
预订企业和种植户手中。

“我们基地种植、加工的大豆主
要有垦丰 16、垦豆 65 等 10 多个品
种，都是适合东北地区栽培的高油、
高蛋白、高产品种，受到周边区域客
户的信赖。”农业技术人员邵鹏介
绍。截至目前，这个公司已加工大豆
种子 1000吨，预计 2月底前可完成
1316吨加工任务，可为32万亩耕地
提供优质大豆良种。“在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过程中，我们以打造国家级大

豆良种繁育基地为突破口，着力破解耕地资源瓶颈束缚，积
极探索‘科研院所+种子企业+农场基地+制种农户’的发展
模式，配套建设种子加工车间、储存库房、质量检测中心等
设施，稳步扩大大豆品种繁育规模和产量。今年，将重点在
打造旱田智慧农业核心区上进行积极尝试，进一步提升
基地的科技化、智能化水平。”公司总经理纪伟波说。

在农场大豆良种繁育基地的机械库内，来自上海联
适导航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为两台新购进的纽荷兰1404
大马力机械安装无人驾驶导航系统，这两台改装后的机械
已完成变身，将成为农场打造旱田智慧农业先行示范区的

“先锋官”。
2022年，公司以提高国家大豆良种繁育基地智能

化水平为目标，筹资购置高速插秧机、播种机等智能
化、无人化农机设备 32 台套，建设智慧农业管理指挥
中心数字云平台，逐步构建“一张网、一键通、一片云”
的智能化管控体系，并在大豆良种繁育基地规划建设
千亩无人农场核心区，围绕实现无人驾驶旱田整地播
种、无人机摇感植保检测、无人收割机+无人运粮车协
同收获等覆盖种、管、收、运、储全过程的无人作业智
能化管控模式，为大豆良种繁育基地提档升级提供坚
实的科技支撑，进一步促进现代农业基地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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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树江 刘畅

春节的气氛还未散去，在北大
荒农服集团旗下的吉林北大荒农
资、安达北大荒米高、宝清北大荒米
高的化肥生产车间，回荡着机器的
轰鸣声，工人们备春耕抓生产的忙
碌身影随处可见。

据悉，以上3家化肥生产基地是
农服集团建立化肥保供稳价机制的
一步“先手棋”，是农服集团开展农
业社会服务的重要基础。目前，3家
基地已具备 8套完全自主的造粒生
产线，其中，吉林北大荒农资已跃居
吉林地区化肥生产企业三甲；安达
米高成为我省百大项目之一，有望
打造成东北地区最大的曼海姆法硫
酸钾生产基地；宝清米高仓储项目
可大幅提高原材料、成品的仓储能
力，满足广大农户用肥间需求。3家
公司产品生产、软硬件及生产工艺
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全年硫酸
钾肥、转鼓复合肥、高塔复合肥等肥
料产量可达 91万吨，预计 2022年实
现营业收入15.2亿，利润5470万。

“今年，我们在生产工艺上采用
融体造粒，更加提升了产品质量的
稳定性。在产品品种上，做到覆盖
市场所有配方。在产品质量上，做
到了养分稳定、粒型均匀。目前，产
品已经辐射到东北三省等地，得到
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吉林北大荒农

资总经理姜国壮介绍说。
早在1月初，各生产基地便本着

“安全、环保、优质、高产、低耗”的生
产方针，合理优化装置运行，提前对
生产设施进行检修，对涉及装置隐
患和重大操作变更的问题，及时组
织排查解决，全力以赴、开足马力加
紧生产。各基地员工放弃春节假
期，坚守生产一线，加大巡检力度，
24 小时全力保障春耕生产化肥需
求。宝清米高总经理惠安辉说：“这
已经是在公司度过的第4个春节，我
们有信心也有能力保质保量完成今
年的生产任务，为宝清地区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作出贡献。”

宝清县经销商刘学军告诉记者，
他已代理“米高”牌的硫酸钾肥10余
年，过去都是在长春米高采购，自从
宝清建厂后，就近便可以采购，不但
节省了运输成本，而且钾肥质量也特
别好，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今年
春耕期间预计采购300余吨。

北大荒农服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把做好农资供应工作作为推进
农业社会服务的关键，为完成全年粮
食生产开好局、起好步。下一步，农
服集团在促进农业生产节本增效上
下功夫，在带动地方经济实现双向融
合上下功夫，做好北大荒集团“三大
一航母”工程建设的急先锋。

北大荒农服集团

化肥生产忙 全力备春耕

本报讯（郑大伟 陈丛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涛）农垦
科学院近日在海南省三亚崖州区南滨农场农垦科学院南繁基
地，与崖州区赤草村初步达成长期租用自有耕地作为农垦科学
院南繁育种基地的意向，初步确定农垦科学院新的南繁试验基
地面积70余亩，为开展科技攻关尤其是种子“卡脖子”技术攻关
提供了有力保障。

农垦科学院充分利用南繁基地，聚焦种子“卡脖子”技术问
题开展科技攻关，努力打造北大荒专属品种，为北大荒集团建成
农业领域航母提供科技保障。目前，农垦科学院已在哈尔滨、佳
木斯、海南等地建立了不同积温带的种子繁育基地。

农垦科学院

科技保障专属品种培育

本报讯（袁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树江）北大荒集团
创业农场有限公司不断扩大“三减”面积，推广保护性耕作，有效
制止耕地“非粮化”“非农化”，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
猫”。

创业农场有限公司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
续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农田生态环境保护。坚持推进绿色
高质高效水稻面积，打造集中连片本田标准化改造示范区，实现

“路相连、渠相通、埂成线、田成网，灌排结合”的高标准农田模
式。去年新建方涵90座、修缮田间道22.9公里。青龙山灌区创
业农场田间配套工程有效灌溉面积 5.16万亩，受益种植户 187
户，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围绕黑土地保护，通过
申报国家项目，计划投资 2150万元进行水利工程建设，不断加
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科技创新、优化农机装备结构等，提高农
业抗灾能力和粮食产能。

创业农场有限公司

投资2150万元建设水利工程

本报讯（王志弘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涛）人勤春早农
事忙。北大荒集团胜利农场有限公司积极组织种植户及时开展
清雪扣棚工作，持续掀起备耕热潮。

春节刚过，胜利农场有限公司及时召开备耕生产工作
会议，对生资准备、清雪扣棚等备耕生产工作进行统筹部
署。各管理区及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一线，第一时间
协调机车对田间路、棚区道路等区域的积雪进行清理，为种
植户畅通通道。同时，管理区的工作人员把握当前气温回
暖的有利时机，帮助缺少机车和人力的种植户协调机车和
人员，并组织种植户采取机车互助、人机齐上的方式清理大
棚积雪，通过机械清理大面、人工处理边角来全力提升工作
效率，加快土壤融雪散墒，为后续摆盘、播种工作争取有效
农时。公司副总经理刘庆国介绍，2022 年，公司计划生产配
方肥 2 万吨，目前已到原肥 1.1 万吨，剩余肥料将陆续到货
并进行加工。

胜利农场有限公司

积极开展清雪扣棚备耕

本报讯（高鹏飞 李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树江）春节
过后，正是粮食销售工作的“黄金时期”。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
公司综合运用政策粮食销售、电商带货、策划营销、增值销售等
方式，加快推进粮食统营和销售，抢占市场份额。目前，建三江
分公司共计完成粮食销售 517万吨，已经完成 2021年度粮食总
产的80%。

针对粮食市场行情，建三江分公司提前谋划预热各农场有
限公司营销阵地和节日市场。分公司领导带领各农场有限公司
董事长积极与地方政府、中储粮进行沟通，加强与北大荒粮食收
储集团的密切合作，营造先手攻势，掀起粮食统营热潮。分公司
还通过积极稳定粮食产业供应链，更好地解决空仓资源分配不
均、压价、压等、扣杂等问题，实现优粮优产、优粮优购、优粮优
储、优粮优加、优粮优销“五优联动”。同时，分公司趁热打铁掀
起“直播带货”新热潮，15个农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开启

“直播带货“和“送年货”活动，累计实现成交金额 81万元、点赞
数638万，增加粉丝2.3万人。

建三江分公司

“五优联动”推进粮食销售

本报讯（夏红英 杨青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畅）“有了
‘线上科技’传授，足不出户就可以随时学到农业生产知识，还可
以答疑解惑，对我们这些种植户来说，真是帮了不少忙！”近日，
北大荒股份八五二分公司开展了“空中科技”培训活动，让种植
户们及时快捷学习掌握科技种植技术。

去年，通过科学技术应用，分公司实现玉米最高亩产 2470
斤、大豆最高亩产590斤的历史性突破。2022年，分公司将“科
技应用助高产”作为种植理念，推出了“空中科技”培训活动，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培训什么”原则，邀请农业专
家、技术专家等专家团队及种植能手，依托多种线上培训软
件，把课堂送到种植户手中。在授课之余还开通了“面对面、
点对点”解答通道，种植户们线上可以提出疑问，专家们在传授
农技知识之外，让种植户不出家门就能掌握各项种植技术。截
至目前，分公司“空中科技”共培训种植户 6500余人，为种植户
解答难题450次，为农业生产增产增收蓄积能量。

八五二分公司

“空中科技”培训种植户

技术人员正在检测豆种出苗
情况。 邵鹏摄

安达北大荒米高化肥存储仓库装载现场。 李东杰摄

构建全产业链 扛起国企社会责任

北大荒领跑“中国农业第一品牌”
□何洪艳 郭思宝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涛 刘畅

2021年9月，北大荒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北大荒”不再只是一个地域、一个品牌，更是一
种催人奋进的中国精神符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北大荒
人在建设现代化大农业的伟大征程上开拓前进，由“农业
人”向“商业人”“食品人”升级，由“大粮仓”向“大粮商”，
再向“国际新型食品供应商”和“大厨房”转变。

从点燃“第一把荒火”到领跑“中国农
业第一品牌”，北大荒人用艰苦奋斗的精
神锤炼意志品质。“奋斗”是北大荒人的传
家宝，也是北大荒事业得以生生不息的力
量源泉。

立春后的北大荒还是天寒地冻，但对
于格球山农场有限公司的种植户来说内
心却是温暖的。农场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土壤化验室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帮他们化
验土样。风干、精选、粉碎、过筛，700份
土样的土壤PH值、氮、磷、钾及有机质含
量等 13个项目的精准化验分析，数据将
作为不同地块配制施肥建议卡的依据，助
力黑土地减肥增效。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疫情防

控等因素，北大荒人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和敢打必胜的拼搏精神为思想引领，集
中火力开展改革攻坚，实现系统性重塑和
整体性重构。

改制后，在市场蓝海中开疆拓土的北
大荒集团，面对的艰苦不再是战胜恶劣的
自然环境和克服匮乏的物质条件，而是打
破“铁饭碗”“大锅饭”、建立灵活高效的经
营管理机制，推进“两化一改革”、建设“三
大一航母”，积极服务国家战略，打造一流
国际大粮商参与全球农业竞争。

5年来，北大荒集团垦区集团化、农
场企业化改革完美收官，全面启动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集团实行公司化运行，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打造一流国际大粮商打造一流国际大粮商

2021年，北大荒集团克服汛情、疫情等
多重因素影响，粮食总产达到 463.1 亿斤，
再创历史新高。

2021年，“北大荒”“九三”“完达山”“丰
缘”“亲民食品”五大品牌荣登中国 500 最
具价值品牌榜，“北大荒”品牌价值达到
1439.85 亿元，成为绿色、安全、健康的代名
词，实现与国际粮商同台竞技。

作为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构
建了农业全产业链的北大荒集团，为农业
插上科技的翅膀，着力在粮食生产的“量”
和“质”上做文章，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北大荒绿色智慧厨房为引领，
在生物、信息技术等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良种良法配套、农业大数据、卫星定位、云
计算技术、无人化，对万亩良田实现精准管
理，黑土地保护以及农田水利设施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用科技武
装农业，实现稳产量、提品质、增效益。

北大荒集团大力推进垦地共建，利用
自身规模化、现代化和产业化优势，组建了
北大荒农服集团。已初步在全国布局 14
家区域农服中心，让“双控一服务”模式以
北大荒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示范引领地方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北大荒集团已经成
为五大作物种植技术，以及水田、旱田、无
人驾驶农机作业质量企业标准制定者、行
业引领者、三产融合示范者。

如今，北大荒集团的种植户利用北大
荒农服数字平台即可网上完成土地承包、
农业贷款等业务；与江南大学、哈医大、元
气森林、物美集团等单位合作，推进了北大
荒产品转型，品牌、渠道、营销人才升级；各
农（牧）场积极发展微商团队、网红直播带
货、深化股份合作、集聚品牌效应，增强了
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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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这是几十年
来北大荒人坚守的信仰。一代代垦
荒人以无私奉献为初心，以兴垦报
国为使命，用自己对党的无限忠诚、
平凡中的爱岗敬业诠释任劳任怨、
苦干实干。

在北大荒博物馆里有面长达 25
米的铜墙上，镌刻着 12429名拓荒者
的名字。

失去右眼左臂的老战士郝光
浓，冻掉 9 个脚趾甲的老红军黄振
荣，铁心扎根边疆的杭州女知青孙
文珍，“寒地水稻之父”徐一戎，新中
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他们
初心如磐，把生命融入荒原、用行动
践行北大荒精神的伟大壮举，深深
地印在北大荒 5.54 万平方公里的黑
土地上。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北
大荒集团坚决扛起国企社会责任，
紧急调运 5000 吨大米，力保北京市
大米价格稳定，又先后调运大米、玉
米、豆粕驰援湖北。九三集团、米业
集团、完达山乳业等企业慷慨助力，
分别以日生产豆油 4000 吨、大米
1500 吨、液奶 220 吨的速度，加班加
点，确保物资投放、价格稳定。北大
荒的“白衣卫士”们自告奋勇报名，分
3批次逆行武汉，用无私的奉献精神
和无畏的抗疫行动贡献了一己之力。

踏上“十四五”新征程，沿着父
辈足迹走来的新一代北大荒人，正
在用北大荒精神超越时空的恒久价
值，推动北大荒集团经济高质量发
展迈出更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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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博物馆内场景。
何洪艳 郭思宝 石磊摄

技术人员安装智能导航设备。 于爽摄

本报讯（王莹 杜鸿雁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树江）春回
大地，农事渐起，北大荒集团格球山农场有限公司将增加粮食产
量作为出发点，早在去年秋收期间就着手备耕。在土壤保护、测
土配方、农业投入品统供、科技服务等方面做足文章，加大科技
备耕力度。

为提高土地产能，近年来，格球山农场有限公司积极实施黑
土地保护性耕作计划，通过秸秆还田、秸秆禁烧等方式，促进黑
土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全力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大力倡导“减农药、减化肥、减除草剂”。去年 12月份，农业
科技园区就已经完成720份土样的PH值、有机质、碱解氮、速效
磷、速效钾等5项常规指标分析化验，实现农场有限公司域内耕
地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

为保证粮食产量，格球山农场有限公司提早征集种植户购
肥意见，将所有肥料统一调配、分批下摆，保证种植户利益。
还利用冬春农闲时节组织种植户、农业农机工作人员通过网
络视频、线下“科技之冬”培训等媒介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指导
服务，以更加精准化、系统化的服务助力备耕生产，让种植户
土地“生金”。

格球山农场有限公司

加大科技备耕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