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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天旻 本报记者 刘畅

零下20℃的寒风中，北大荒集团鹤山农
场粮贸公司的售粮工作人员热情高涨。根
据年初签订的优质高粱销售订单，一台台运
粮车正有序装运，院内一派繁忙景象。

按照北大荒集团“双控一服务”战略
布局，鹤山农场有限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
为生产导向，以掌握粮源和粮权为核心，
以构筑粮食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为主
线，粮食烘干与销售同步推进，订单为

“媒”，与市场实现无缝对接，全力加快粮
食统营进程。

“我们与鹤山农场合作很多年了，这
里生态环境优良、农艺措施先进，产出的
高粱品质好，很受我们酒企欢迎。希望今
后能够长期保持合作，实现共赢。”老村长

酒业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徐建平说。
好产品才能赢得好市场。鹤山农场

在高粱种植上，按照企业订单需求，选择
分蘖能力强、抗倒伏性能好、出酒率高的
龙杂系列优质品种，应用集成高产技术措
施，坚持农业、农机“六统一”的管理标准，
开展全程标准化绿色生产，促进产量和品
质双提升。今年这里的高粱平均亩产达
1248斤，最高亩产达 1453斤，全部烘干后
再销售，便于运输和存储。

“这些烘干后的高粱容重在 760 克~
780克/升之间，水份控制在13.5%左右，是
支链淀粉和单宁含量较高的龙杂系列酒
用高粱品种，是酿酒企业最优质的加工原
料。”鹤山农场粮贸公司经理王先锋向记
者介绍，“按年初订单的量，我们为老村长
酒业提供优质的酒用高粱 4000 吨，从 11

月 27 号开始，每天发运高粱 400 吨左右，
预计 12 月 10 日左右能完成全部订单，履
约率达到100%。”

近年来，鹤山农场有限公司充分发挥
粮贸公司市场经营主体作用，内抓粮源、
外联粮商，以完善的配套设施实现粮食
收、烘、储、加、销一条龙服务，推动由“种
好粮、多产粮、产优粮”向“储得好、销得
出、有利润”发力，努力实现粮食经营效益
最大化，让企业和种植户实现双赢。

鹤山农场

订单为媒 红高粱旺销

本报讯（徐宏宇 从书 记者吴树江）入冬以
来，北大荒农业股份友谊分公司通过“一微两群一
平台”推送农业科普信息，以“屏对屏”代替“面对
面”进行科技培训，为明年农业生产注入新动能，
为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起到引领带动作用。

今年，友谊分公司通过实施“农业标准化提
升”工程，以科技培训提升国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标
准，在 300 公里长的核心科技示范带上打造了集
科技培训、人才锻炼、科技研究、试验示范、生态观
光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带核心功能区，推广了稻
田综合种养、格田标准化改造等技术 20 余项，形
成常年引领新理念、新模式的科技示范点 11 处，
培育了各类科技示范主体 400 余户，将科技带打
造成田成方、埂成线、林成带、渠相连的高标准农
田样板，让更多从业者加快科学种植的步伐。目
前他们已推送农业科普 22期，气象专报 83期，录
制科普视频5条，推送农业服务信息200余条。

友谊分公司
“屏对屏”开展
科技示范培训

本报讯（岳文 贾鸿燕 记者吴树江）今年，北
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各农场有限公司打造科技示
范带 977.38 公里，总面积 83 万亩；打造重点示范
地块 176 个，面积 14.4 万亩；重点打造了大豆、玉
米高产攻关田59块。

走进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的高标准科技示
范地号，一条条干净笔直的垄台平行伸向远方，这
里有着统一的整地标准和精准的技术组装。农业
发展部部长迟宏伟说：“各农场有限公司均按照

‘北安模式’开展起垄作业，垄体宽度110厘米、垄
高 22 厘米，组织技术人员利用刮道机、铲车等对
沿线地号进行提档升级，真正做到了高度、直度、
宽度、匀度、平度、齐度一致，为科技示范展示和高
产稳产奠定良好基础。”。

北安分公司通过对重点地号、示范带的建设，
达到以点带线、以线促面的效果，加快农业新成果
和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展示。15 个农场有限公司
按照集团、分公司战略部署，统筹推进，确定以科
技园区为核心、以科技示范带为载体，落实科技项
目、落实项目负责人，因地制宜设计建设方案，围
绕栽培、品种、肥料、绿色植保技术开展综合试验
示范，进一步提升农业标准化和科技化水平。

北安分公司
“北安模式”
再普及再升级

本报讯（宋晓伟 战琳琳 记者姜斌）连日来，
北大荒集团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以推进大三江垦
地融合一体化发展为抓手，积极与同江市政府对
接洽谈，在科技培训、土壤化验、测土配方等方面
进行深入交流，有效解决村镇在农业生产中规模
化生产难题，不断开创垦地融合新局面。

“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我们越来越认可咱们
北大荒的生产模式，垦地融合可真是件好事啊！”
同江市金川乡种植户李忠君说。这个农场有限公
司发挥经营理念、地缘地域、机械力量、农业技术
等优势，与同江市政府进行洽谈合作，为村镇开展
技术培训指导、土地流转和高标准示范带建设等
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在水稻育苗、防病、夏管、秋
收等农时环节，以田间课堂的形式组织地方农户
和农场职工参观水稻示范田，实现节本增效与提
升服务齐头并进，协调组织农户进行产品抱团销
售，确保效益最大化。

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将通过提供优质农业社
会化服务，提升土地规模化经营水平，使垦地抱团
经营上规模、提质效、增诚信，最终实现“全程技术
服务、投入品统供、粮食统营、收益共享”的垦地融
合新格局。

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
深化垦地融合
共谋发展新局

本报讯（王玉娇 记者刘畅）北大荒农业股份
庆丰分公司“田长制”管理体系见成效，今年将70
万亩耕地保护责任分工落实到人，实施了《黑土耕
地保护利用“田长制”工作方案》，形成“分级管理、
全面覆盖”的新局面。

2022 年，庆丰分公司结合绿色种养循环、耕
地质量提升项目，进行液态有机肥还田2万亩、固
态有机肥还田 2 万亩，进一步改善黑土地土壤环
境，推动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这个分公司以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为目
标，喷施干湿粪肥共计 4 万吨；加快有机肥厂建
设，提升粪肥综合利用，目前已生产有机肥 1000
余吨。同时，各管理区田长全面推进“六个替代”
工作，实现地表水替代地下水 29 万亩，生物药剂
替代化学药剂示范面积5000亩，有机种植面积在
原来的面积基础上提升 10%，新增有机认证面积
5033 亩，在农场有限公司设立试验示范点 60 余
个，落实应用农业“十项新技术”。通过开展合理
轮作、粪肥还田、保护性耕作、废弃物回收、格田改
造、秸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等措施，以点带面示
范引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落实。

庆丰分公司
多措并举

“田长制”落地见效

□张克华 邓巍
本报记者 刘畅 吴树江

河南灵宝市地处豫陕晋三省
交界处，被誉为“苹果之乡”“黄金
之城”。11 月 26 日，由北大荒集
团旗下的黑龙江农垦建工路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路桥）承建
的灵宝绕城高速公路连霍呼北高
速联络线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质量检测，为之后的交付使用和
顺利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7 年 4 月 ，肩 负 着“ 走 出
去”开拓省外市场重任的农垦路
桥第二工程处、第一工程处、桥梁
工程处全体员工，在高质量完成
郑州机场至周口西华的机西高速
二期项目后，又转战灵宝绕城高
速公路连霍呼北高速联络线项
目。这个项目全长 27.407 公里，
投资 39.09 亿元，沿线涉及 5 个乡
镇、20 余个自然村的施工用地，
59 处涉改电力线路、两座隧道，
穿越沟壑的 18 座中桥、1 座特大
桥，需要 551 万立方米挖方、352
万立方米填方、97 万立方米水泥
混凝土……谈起进场之初的情
景，农垦路桥副总经理、项目部经
理高海军说：“受困于征拆等因
素，施工生产始终难以打开局面，
大家有劲使不上，只能干着急。”

回忆起 2019 年 11 月进场那段
日子，临危受命的第二工程处负
责人、连霍呼北高速联络线一工
区李亚军经理说：“工作进展缓
慢、压力大，好在有公司领导的果
断决策和全力支持，这才坚持了
下来。2020 年 4 月末，全线桥涵、
路基工程等施工全面开花，一举
扭转了前期滞后的局面，在获得
业主认可的同时给公司争得了荣
誉。”

经过调查摸底和利弊权衡，
项目领导团队下定决心投资 1000
余万元，对翻山路进行降坡、拓
宽、修缮，加设排水沟、安全警示
牌等，并把便道的修缮作为一项
惠民工程，得到地方乡镇的大力
支持。2019 年 10 月 12 日，翻山路
运输便道完成修缮正式贯通。

“干一项工程，交一方朋友；
树一座丰碑，播一片美名。”高海
军说，这个工程项目是农垦路桥
站稳河南省路桥市场的强力武
器，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这里山岭起伏、沟壑连绵，岩土条件复杂，除
了大面积湿陷性黄土，还有大面积危岩土需要清
理，最高处近 70 米。”连霍呼北高速联络线项目总
工侯海明站在已经建成的杨公寨大桥上介绍：“这
是全线地形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工程，是全
线的重点工程。”面对种种“疑难杂症”，项目管理
团队沉着应对，多次勘查现场并组织召开专题研究
会对症下药，川口隧道、弘农涧特大桥、东涧河大
桥、川口互通枢纽……每一个桩基的成功浇筑，都
充分展示了“诚信、务实、优质、创新”的农垦路桥
精神。

从 2019 年到 2022 年，农垦路桥将一个个隧道延
伸穿透大山、一座座桥梁联通八方，一幅幅壮美的
建设画卷徐徐展开……来时荒山野岭、沟壑纵横，去
时天堑变通途。12 月 20 日，项目将建成通车，实现
连霍高速与呼北高速的快速交通转换，将完善河南
省西部山区路网结构，促进沿线资源和旅游开发，
推动区域经济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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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口隧道。 毕明宇 王子 刘昊摄

冬闲地闲，人不闲。多年来，勤奋
的北大荒人早已经把“猫冬”变成了充
电学习的“冬训”，学习新的农技农艺，
提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

连日来，绥滨农场有限公司举办了
高素质种植户培训班，特邀请相关专
家，就农机使用维护与安全、北大荒水
稻机械化收获减损应用技术、公司职工
如何种好地卖好粮等方面内容进行细
致讲解。培训班采取线上会议的形式，
解答种植户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共有农业技术人员及水稻示范户 106 人
参加。

“组织这样的培训很贴民心。总结
往年工作的不足，提高一下自身素质，

为来年从事农业生产做好准备。”重阳
管理区技术员说。

学习农业技术的同时，不少农场职
工已经开始着手提早备春耕。

这几天，七星农场有限公司第十五
管理区主任徐伟正挨家挨户地发放施
肥建议卡。“通过分析土壤氮、磷、钾、有
机质和 PH 值等指标制定测土配方施肥
建议卡，发放给种植户，指导他们科学
施肥。在控制化肥用量、提高施肥率基
础上，为黑土地投喂‘营养餐’。”

连日来，二龙山农场有限公司开通的
农资专运线上车辆往来穿梭，搬运工人起
早贪晚装卸化肥。根据种植户上报的用
肥需求，公司计划购进集团化运营肥料

9257吨，目前已购进化肥 3400余吨，将按
照农时节点陆续下摆到各农业单位。

“我们本着‘早计划、早部署、早落
实’的原则，科学研判肥料市场行情，提
早采购农业用肥，并全力做好肥料储备
和安全下摆工作，为春耕生产抢农时打
牢基础。”二龙山农场农业科技服务中
心主任于锡康说。

能不能守好用好“饭碗田”，关系到
北大荒集团能否担负起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的使命和责任，关系到能否增添应
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底气。在广袤的黑
土地上，北大荒人“早”字当家、“春潮冬
闹”，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以赴谱写

“藏粮于地”这篇大文章。

冬闲不闲“云上”学习忙

黑土地保护 高标准农田建设 机收减损 使用新农技农艺

北大荒“十九连丰”
背后的力量

□李秋实 周剑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粮食“十九连丰”，是肥沃黑土地对勤劳的北大荒人的馈赠。从粮食生产到粮食
增产，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家队”，北大荒集团“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再迎大丰收，背后是北大荒人对黑土地的保护、对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对机收减
损的探索、对新农技农艺的充电学习……在又一个风雪渐盛的冬天里，勤奋的北大
荒人为了下一个更美好的春天，已经走在备耕的路上。

保护好黑土地，守住这份粮食丰产丰
收的底气，是北大荒人多年来一直在探索
解决的重要课题。

“这块地从备春耕生产到秋收整地，
只要降水多了，垄沟里就能看到明水，导
致各阶段农业生产都滞后。”面对耕地里
纵横交错的“鱼眼泡”和水线，北大荒集团
红色边疆农场有限公司在农业生产科技
体系上统筹规划，对旱作耕地全面开展联
合整地作业，打破35厘米以下犁底层，疏
通耕层下的“水脉”，粮食产量得到大幅提

升。
多年来，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全面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对
农艺措施的制定和先进农机具的购进，着
力提升农业生产标准化管理水平，通过

“玉+豆+经杂”轮作、制订田间管理模式
和对应农机配套措施，以保护性耕作替代
传统翻耕，大力开展大垄栽培模式和秸秆
还田、深松整地等保护性耕作，让涝洼地、

“鱼眼泡”、水线等不良影响因素逐渐消
失，耕地通透性越来越好，低产田变良田。

保护黑土地“鱼眼泡”变良田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加大高标准农田
建设，在百万亩耕地上实施格田改造。格
田改造之后有利于大型农业机械作业，既
减少了池埂占地面积，又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为农业节本和农民增收奠定坚实基
础。

“我去年改造了340多亩水田，改完之
后的水稻长势不错，340多亩地改造完多
出10亩左右的耕种面积，相较往年多打了
7吨粮食，多收入近2万块钱。”北大荒农业
股份八五六分公司十五管理区种植户吕
向民尝到了格田改造后的甜头。

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粮食综合产能，
近年来，八五六分公司通过削埂扩池、土

地平整、沟渠清淤，对低产田进行格田化
改造。改造后的格田实现了“一创”“两
提”“三减”六大优势，即创造良好的田间
作业条件，整地、插秧、田间管理和收获
等作业更加便利；提高土地利用率，田间
池埂、沟渠等占地面积由原来的 6%~7%
下降到 4%，插秧面积增加 2%~3%；提升
机械作业效率 15%~20%，提高水整地、插
秧、收获和翻地等环节的机械作业效率；
大大减少用工成本，减少生产用水，减少
对田间土壤破坏。从 2018 年至今，北大
荒农业股份八五六分公司共改造耕地 55
万亩，新增耕种面积 1.1 万亩，每年可增
收 1300多万元。

“小池”变“大格”实现“两提”“三减”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在农机减损上不
断探索，认真分析主要农作物收获环节造
成损失的原因，从合理确定收获方式、准
备抗灾机具、协调粮食收储、加强技术指
导等多方面推进机收减损工作，从秋收到
管理全链条保障粮食安全收获，确保粮食
颗粒归仓。

“今年秋收，我们农场有限公司的大
型收获机车安装了加长倒伏器、防护网、

底刀、防陷轮等减损装置，有效克服收获
过程中作物倒伏及崩粒情况，全力确保农
业机械在秋收生产中发挥最大减损增效
作用。”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赵光农场
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陈猛说。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秋收工作中，北大
荒集团北安分公司通过制定减损规范、强化
减损培训、统一作业标准、机具改装、储备抗
灾机具等措施，将直收作业损失率控制在

1%以内，全方位提升粮食收获质量。
分公司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孟庆民

告诉记者，农机数字监控平台在秋收期间
也起到降低机收损失率的作用。平台对
每台作业机车进行实时监控，密切监控机
车作业速度、质量，对达不到作业标准的
第一时间报警提示，让农业技术人员和农
户足不出户精准监测，提高农业生产管理
水平，实现农业生产的科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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