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许颖献 代梦迪 包东庆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畅）连日来，
在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农业
综合科技园区实验室内，科技人员正
紧张有序地分批次进行大豆、玉米等
14个品种的发芽试验，及时掌握各品
种的芽率、芽势等第一手数据，为春播
过程中科学用种、合理密植、控制成本
等提供依据。

试验期间，为确保种子纯度、质量
达到标准，科技园区积极对各管理区
2022年春播生产用种进行取样，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和试验标准，利用先进
的智能人工气候培养箱对各个品种进
行不同生长环境的芽率试验，认真观
察每个芽苗长势、根系分蘖等情况，并

记录各品种在不同温度、不同生长环
境的芽率、水分、纯度等检测数据。

为保证不同试验品种芽率数据的
准确性、可靠性，科技人员严格按照技
术操作流程要求对每个品种进行三次
试验，认真检验各项数据记录，与上一
年度同批次芽苗试验进行数据对比分
析，形成分析报告，保证各个试验品种
的活力、净度、纯度等达到国家优质种
子标准。

截至 3月 10日，园区农业科技人
员已完成了第一批 4个大豆品种和 6
个玉米品种的发芽试验，发芽率均在
95%以上，下一步，园区将对第二批不
同种子进行低温发芽试验，为公司今
年大田生产提供数据支持，筑牢春播

生产第一关。
近日，在北大荒集团垦丰种业克

山农场分公司，实验室育苗盘内正在
进行发芽试验的大豆种子已经出苗，
据技术人员介绍，抽样进行发芽试验
的大豆种子平均出芽率达到 97%，全
部“体检”达标。

今春，克山农场有限公司着力做
好农业节本增效和标准化提升，对于
统供的生资严把价格关、监督关和品
质关。在今年计划种植的23.5万亩大
豆中，有 10 万亩选用的是具有高蛋
白、高产特点的东生 17号、19号和 23
号品种。为了给农业“芯片”保驾护
航，农场有限公司委托垦丰种业专业
技术人员抽样进行大豆种子发芽试

验，实验中严格按照国家《农作物种子
检验规程》进行操作，并控制好温度、
湿度等因素，力求获得最标准的实验
数据。

完成发芽试验后，农场有限公司
依据该品种大豆种子的百粒重、出芽
率等数据，精确分析品种特点，计算好
种子用量，为春耕中科学用种、合理密
植提供科学支撑和技术服务。

据了解，农场有限公司其他品种
大豆种子的发芽率检测也在陆续进行
中，确保春耕期间全体种植户都能用
上“放心种”，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
础。

科技人员查验种子发芽率和芽苗
长势情况。 许颖献摄

发芽实验让种植户
用上“科技种”“放心种”

□郭洋 张泉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剑 邵晶岩

日前，黑河市爱辉区春耕备耕工
作热潮涌动。全区目前已储备种子
0.98 万吨，储备化肥 2.21 万吨，已达
到需求量的 70%以上。

“手机成了‘新农具’，数据变成
‘新农资’。”经销企业、种植农户、种
植专家们不约而同有着类似的感
受，今年“云备耕”的“占比”较往年
增加了不少，处在疫情防控的特殊
时期，“云备耕”“云培训”等“云上资
源”为爱辉区春耕备耕生产增添了

新动能。
今年的农技咨询与培训格外离

不开手机这个“新农具”。日前，由农
业技术专家现场“坐镇”的备春耕生
产农技、农机线上培训会，在区农业
类科技服务微信群开播，全区种粮大
户踊跃上线，针对今年玉米、大豆倒
茬，玉米种子存储等最热门的农事农
耕问题进行咨询。农户们兴致高涨，
专家们耐心指导。在线上，复制一份
量身定制的施肥配方，为自己的农机
检修方案截一张图……疫情防控的
特殊时期，这些云操作让数据“新农
资”帮农民完美实现了缺啥补啥。家

里有四十多垧地的爱辉区奶牛场农
民张锋，打算将三十多垧地倒茬种黄
豆。在当天的培训中，及时了解玉米
种子如何科学储存，张锋对今年的增
收满怀信心。

爱辉区农机化技术推广站研究
员李文福介绍，目前，全区相关农业
科技工作群一共有二十多个，辐射农
民约两万人。

爱辉区抓实疫情防控的同时，积
极推动涉农企业复工复产。目前，全
区已有 100余家涉农企业投入经营，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销售种
子、化肥、农机具等春耕物资。同时

通过线上农机维修指导和农民自行
检修农机，农机检修率达到 56%。组
织科研院校、农技和农机部门开展网
络授课 23 次，培训农民 6000 余人
次。据区农业农村部门介绍，目前，
全区共需种子 1.29万吨，已储备 0.98
万吨，约占 76%；共需化肥 3.2 万吨，
已储备 2.21 万吨，约占七成；资金需
求 3.9 亿元，已筹资 3.4 亿元，约占
87%。农业农村部门还将会同公安、
市场监管、交通部门持续重点加强对
种子、农药、化肥的监督管理，帮助农
户打通疫情防控期间春耕备耕生产
堵点、难点，全力保障春耕生产顺利
进行。

据悉，爱辉区经初步统计种植意
向，今年全区计划种植大豆 123万亩，
玉米 45万亩，其他作物 16.1万亩，其
中，大豆种植在去年基础上增加 39万
亩，顺利实现扩种。

黑河市爱辉区“云备耕”火热进行

北大荒集团

32022年3月14日 星期一 要闻 责编：郭 涛（0451-84697336）
执编/版式：汪思维（0451-84655152） 美编：赵 博（0451-84655238）

E-mail：yaowen8900@sina.cn

不负农时备春耕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史志强

日前，记者在哈尔滨市阿城区
双丰街道桦树村采访时，村党支部
书记陈雷正踏着积雪，站在田间和
村民谋划今春播种事宜。“今年响
应政府号召，也为了村民增收，第
一次尝试种植 9000 亩大豆，比去
年增加 8200亩。”谈起大豆种植，
59岁的陈雷来了兴头儿。

今年大豆种植为啥会“突飞猛
进”？陈雷说，桦树村有土地1.8万
亩，一直是玉米当家，纯收益不
高。去年，按照调整种植结构部
署，合作社尝试种植了 800 亩大
豆，从种到收，投入成本比玉米少，
还享受国家补贴，每亩纯收入比玉
米多 40元，大家伙对种大豆开始

“感冒”。
阿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肖

志权介绍：“按照哈尔滨市部署，阿

城区今年大豆种植面积要扩大到
3万亩。”接着肖志权的话头儿，陈
雷说：“种大豆要比种玉米多得补
贴，村民种植热情高涨。”

今春，陈雷是第一次带领村
民准备大面积种植大豆，更需要
农业技术指导，阿城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对此倾力扶持，全程服
务。目前桦树村的 9000 亩大豆
种植园区被列为省、市、区、街道
四级农技部门包扶的高蛋白、高
油脂、优质大豆高标准示范基
地，四级农技部门在大豆种管
收、防治病虫害等方面提供全方
位无偿技术指导。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春，
阿城区农民种植大豆积极性高
涨。正如肖志权所说：“今年，在惠
农政策支持下，许多农民都想种大
豆，目前全区已经确定种植大豆面
积3.5万亩。”

农业技术部门
倾力扶持全程服务

□文/摄 包志强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人勤春来早，农事催人忙。备
春耕时节，攻坚克难扩种大豆，已
经成为齐齐哈尔市各县（市）区备
耕生产迫在眉睫的重点任务。

近日召开的齐齐哈尔市委农
业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稳定
粮食生产和扩种大豆作为“三农”
工作首要任务。经预测，2022年，
全市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稳定在
3683.96万亩，粮食总产实现 233.3
亿斤以上；全市大豆种植面积达到
1270万亩，产量达到31.5亿斤。

面对这一新任务新目标，齐齐
哈尔市各县（市）区立即全面吹响
攻坚号角，积极推进扩种大豆种植
面积，并落实到每个地块和个人。

“技术加持，让扩大种植大豆
面积找准了切入点。”拜泉县农业
服务中心主任程延告诉记者：“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很巧

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该项技术
不仅让玉米基本不减产，还能让
大豆增收。同时，该技术具有高
产出、可持续、机械化、低风险等
优势。”

2022 年，受豆补贴方案和市
场政策因素影响，农民们种植大豆
的积极性再次高涨。在“政策+市
场”的双轮驱动下，让农民看到了
种植大豆的效益，尤其是种植高品
质大豆，还会让大豆产业链条越走
越宽广。

“今年合作社采取订单模式，
大豆种植面积将达到 1.5万亩，并
且选用无腥味大豆品种，让‘原字
号’农产品真正实现新的附加
值。”克山县源祥现代农业农机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史春雷说，由于
选用了高品质无腥味大豆品种，
合作社没等种地，大豆就已经被
华源有机食品(黑龙江）有限公司
提前预定了。

大批化肥卸货运往农民合作社。

极积推进极积推进
扩种大豆种植面积扩种大豆种植面积

□韦洪基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晓云

备春耕生产在即，粮食该怎么
种？种玉米划算还是种大豆有账
算？如果扩种大豆种植面积，国家
会给予哪些优惠政策？连日来，穆
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们，
走乡镇下村屯，开设科技大讲堂，
深入农户家中，为农民们答疑解
惑，送来定心丸。

“今年大豆补贴能有多少？”东
光村党支部副书记贾庆臣问。“今
年大豆补贴省里已经定调了，现在
为什么不能确定 1 亩地是多少
钱？第一取决于大豆种植面积，第
二个就是咱们省里和国家配套的
资金是多少。但原则是种植大豆
比种玉米每亩地要高 200块钱。”
穆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高级农艺师李宜江说。

李宜江还以“种不种大豆你说
了算”的讲解，将每亩大豆和玉米

的投入产出，给农民算了一笔“明
白账”。“如果 1大亩地大豆产量是
420斤，按目前市场价格2.95元，毛
收入就是1239元。补贴372元，投
入成本 461元，这样每亩地收入就
是 1151元。”李宜江边说边拿记号
笔在小白板写着。“而玉米亩产量
是 1600 斤，价格 0.95 元，毛收入
1440块钱。补贴 102元，去掉成本
695元钱，最后净剩 847元。两个
一对比，种 1亩大豆比种 1亩地玉
米要高304块钱。”

听了专家面对面的算账，大伙
儿种植大豆的热情空前高涨。在
共和乡党委政府的支持引导下，全
乡 11 个行政村积极调整种植结
构，落实2022年大豆种植面积4.95
万亩，比去年增加9500亩。

经过专家的政策宣传和面对
面算账，提高了穆棱市农民扩种大
豆种植积极性。目前全市已落实
大豆种植面积 101万亩，比去年增
加了5万多亩。

落实大豆
种植面积101万亩
比去年增加5万多亩

自上而下政策助推
落实大豆扩种，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尤为关键。
为此，我省连续出台了《2022年黑龙江

省扩种大豆工作方案》《黑龙江省关于申报
实施2022年新增耕地轮作试点的通知》，分
别明确：“原则上大豆生产者补贴每亩高于
玉米生产者补贴200元左右”，以及“新增耕
地轮作试点每亩补贴150元。”

紧接着，哈尔滨市出台了《2022年哈尔
滨市扩种大豆补贴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给予大豆种植良种每亩30元补贴；为降低
大豆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减少生
产者成本投入，在遇到极端灾害性天气时
减少损失，符合补贴标准的生产者可享受
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农户实
际承担的保费金额。”

政策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以及用补贴
的方式来缩小大豆和玉米的收益，极大调
动了农民“种豆”积极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各地市也都根据
地域特点制定了不同政策措施。

黑河市今后将重点农业项目和政策向
种植大豆的合作社与种植大户倾斜；齐齐
哈尔市专门成立工作专班组织推进，专人
负责督导，将任务层层量化，压实落靠责
任，逐级传导压力，持续跟踪问效；绥化市
则调动合作社、村集体、新型经营主体等大
型主体，促进大豆生产稳定发展，同时提前
介入销售环节，与大型粮食收储企业和托
管企业进行密切联系合作，积极帮助农户
实现“好粮卖好价”。

农民心里有本“效益账”
备春耕期间，哈尔滨市宾县树君

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树君忙得
“脚打后脑勺”，肥、药、种子等都已准
备到位，播种机、药罐、整地机等大型
机械维修已经维修过半……“万事俱
备只欠东风，到了时令就开种。”田树
君说：“我们合作社今年轮作，将种植
3300余亩大豆。”

农民种地看效益，面积增加是否
会影响大豆价格是农民普遍关心的
问题。采访中，农民们给记者算了笔
账：根据地域补贴政策不同，农户们
今年能拿到各项补贴在 400元/亩左
右。按每亩产量 400斤左右计算，毛
利润在 1100元左右，加上 400元左右
的补贴，共计 1500元左右，去掉土地
租金和成本1000元左右，剩下的就是
纯利润。田树君说：“但实际操作中
受种植技术、品种等因素都会影响到
产量，算下来纯利润会在 300元/亩~
400元/亩之间，标准化、科学化的种
植能实现利润500元/亩。”

巴彦县红光乡丰裕村党总支书
记于云波算的是两笔账：“短期账，以
往农民种植热情不高，但现在各级补
贴都很到位，农民有账算了，自然就
愿意种；长期账，粮豆轮作不仅增加
产量，还可以保护黑土地，减少病虫
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该村今年
计划种植大豆 5000 亩，产量预计在
200万斤左右，明年准备扩种至 1万
亩。

因为“有账算”，农民种植热情才
会高涨。讷河市龙河镇勇进村大豆
种植专业合作社于德军说，今年我们
村农民种植大豆的热情特别高，去年
全村种植面积在6000亩左右，今年达
到了12000亩左右，“我们合作社今年
也比去年多种植了 3000 余亩，达到
11000亩。”

种好豆还需提质增效
按照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东北地区开展粮豆

轮作。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所长张必弦说：“轮作一方面
减少了化肥使用量，另一方面大豆固氮肥田的作用充分
发挥出来，改善了土壤结构，提高了黑土肥力，有利于实
现‘藏粮于地’。”

但实际生产中，也面临着难题。哈尔滨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很多农民都是在凭经验种植大
豆，例如农民去年种植株距 8厘米，今年换品种还按 8厘
米株距种植，品种不相同种植方式也应不同，如此下去产
量肯定上不去，一定要按照品种特性进行种植。另外，整
地、起垄、株距、播深每一步都要按照标准种植，不能图省
事草草了事。”

有着丰富种植经验的田树君则表示，选种、种植技
术、用药、田间管理环环相扣，全环节达标亩产才能达400
多斤，如果一个环节不达标将会减产 20%，以此类推。“应
大力发展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种植，让土地成亩连片，种植
达到标准化、规模化、科技化，才能实现产量提质增效。
此外规模化种植也会使成本下降。”

张必弦建议，农民应坚持科学种田，选良种、配良法、
配套良机，按照省农业农村厅的要求合理布局，选用地区
主栽品种进行种植，避免跨区种植，关注高产品种，确保
稳产增效。

他还表示，靠栽培技术提高单产，靠植保技术减少病
虫害，靠机械化生产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率。农民在种植
时更要明确种植思路。

有农业专家则指出：“现阶段农民在销售大豆时，还
在用粗放的方式卖原粮，缺少叫得响的品牌，包装更缺少
设计感，线下销售环节尚未成熟。”

他建议，应当把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
技术应用到大豆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在对产品进行包
装设计后，与知名电商加强合作，发展多样化多层次的销
售模式，用数字技术提升大豆流通效率、生产效益和农民
收益。

穆 棱

齐齐
哈尔

哈尔滨市
阿城区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今年我省大豆种植面积将达到6850万亩，较去年增加1000万亩以上。讷河市龙河镇勇进村大豆
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将大豆种植面积扩种至11000亩，合作社负责人于德军的决心源自中央和我省释
放出的强烈信号——扩种大豆。据了解，继2021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扩大大豆和
油料生产”后，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给出了“2025年，力争大豆播
种面积达到1.6亿亩，产量达到2300万吨左右”的目标。“真金白银”的措施支持，让农民看到了政策红
利；良好的市场预期，让农民看到了经济效益。双向利好，让我省农民“奋豆”信心倍增。

今年我省大豆种植面积将达到6850万亩，较去年增加1000万亩以上

努力 扩种大豆龙江在行动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奋豆
桦树村大型农机整装以待桦树村大型农机整装以待。。

农民对农机具进行检修农民对农机具进行检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