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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倬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八五九分公司的山美水美，工资待遇优厚，
北大荒的天地广阔，在这里能够施展我们的才
华，非常希望能够到这里工作。”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硕士研究生邬昊
月高兴地说。

日前，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
九分公司安排专人专车赴佳木斯迎接沈阳、大
庆、西安等高校的 57 名本硕毕业生前来参加面
试考试，参观考察。在八五九分公司，高校毕业
生们参观了文体中心、党建文化主题广场、万亩
高端专属种植基地等地，对北大荒的发展历史、
建设成果和未来规划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

北大荒集团创新方式方法，在激活本土人才
“存量”的基础上，一方面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
龙江人才振兴 60 条》，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
才，一方面完善人才体制机制建设，突出政策引
领、评价激励和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吸引集聚人
才的平台，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千方百计把
引进来的人才留下来。

近日，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的党委书记带
领 15 个农场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组成人才招聘

“最强阵容”，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举行“才聚
北垦，共创未来，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专场招
聘会”，吸引了 500 余名应届毕业生参加。北安
分公司拿出 131 个岗位引才纳贤，涉及农学、农
业机械化及自动化、会计学、汉语言文学、市场营
销、土木工程等多个专业，并以最大诚意为毕业
生提供优厚的薪酬和福利待遇。

在位于萝北县境内的军川农场，正忙着查看
浸种催芽情况的农业发展部工作人员徐常健，是
2022 年毕业的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硕士研究
生。他刚毕业就来到军川农场，享受到了农场部
门副职的待遇，同时还有安家费和住房保障。“我
们因地制宜，直接与院校展开合作，依靠合理的
薪酬体系，搭建利于人才成长的平台，用专业化、
人性化的引才聚才留才方式，吸引人才。”军川农
场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汪晓光介绍。目前，农场在
岗干部 196人中，来自清华大学、江南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双一流”院校的毕业
生就有 23人。

分散在省内 12个地（市）以农业生产为主业
的 113个农（牧）场纷纷走出去“招贤纳士”，各龙
头企业又是如何吸引人才“强筋壮骨”的呢？

作为北大荒集团旗下深耕数字蓝海的新兴
企业，北大荒信息有限公司先后在北京和武汉设
立分支机构，利用两地的区位优势和人才优势，
聘请行业专家、顾问发挥“外脑”智库作用，配合
哈尔滨总部灵活创新的用人引人机制，打造三地
优势互补、联动共赢的人才布局。

正忙着开发寒地水稻叶龄诊断系统智能 AI
模型的技术开发部 AI 组负责人蔡巍告诉记者，
吸引他加入的主要原因，除了北大荒集团的实力之外，更主要的是公
司灵活的用人机制，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近几年，北大荒集团深入推进人才“引用育留”全链条优化升级，
统筹谋划人才工作，以企业家、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引领，加快推进
经营管理人才、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聚焦重点产业和重
要领域，强化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同时，把人才培养作
为推动改革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产教融合，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群
体实施差异化培养，广泛推广名师带徒、技能研修、岗位练兵、技能竞
赛、技术交流等形式，通过实施“揭榜挂帅”“赛场选马”机制，促进本
土人才成长。2021年以来，共引进各类人才 2997人，累计培训 8.2万
人次。

如今，北大荒集团把人才工作置于助力乡村振兴、加快现代农业
强省建设的大格局中，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加大
释放改革红利和人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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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张瑞 魏长凯
本报记者 刘畅

“往年四五个人摆这一
个棚都手忙脚乱，自从用了
自动摆盘机，不仅摆盘质量
好、标准高、速度快，还节省
了人力，2 个人就能操作，光
人工就省一两千块钱。”近
日，走进北大荒集团前进农
场有限公司农业技术服务
站的智慧大棚，可以看到种
植户按几个按钮，摆盘机就
开始自动运作，仅仅半天功
夫，脚下就铺满了嫩黄的立
针苗。

农业技术服务站的负
责人富景泉介绍，现在智慧
大棚中配置的自动摆盘机
和自动起盘机，使种植户彻
底告别了从前人工摆盘的

“汗水农业”，只要设定好摆
盘与起盘的时间、速度等参
数，就可按照规划路径进行
无人作业。

除 了 智 能 化 设 备 让 人
眼前一亮，摆盘机脚下的轨
道也大有“玄机”。据悉，这
种轨道板由农场农业发展
部创新设计，1 个人半天就
可以完成铺设和拆除，比原

来节省 1～2人，还节省了 1天的时间。
“这种轨道板安装省时省力，运苗车与自

动摆盘机、起盘机均可使用，还能节省一米
12 元左右的买轨道的钱，价格着实是实惠不
少。”正在操作运苗车的种植户提起这事，脸
上露出了止不住的笑意。

智慧大棚里的“黑科技”还有不少。可以
实时监测大棚内部秧苗长势情况的吊顶式摄
像头，方便技术人员采集光、温、水、肥、风等
数据进行日常管理的智能温室控制系统，改
造为微喷升降式、利用手机就可以控制浇水
的智能水肥一体机……多种智能化设备、自
动化控制装置“镶嵌”在智慧大棚中，让农业
生产彰显十足的“科技范儿”。

前进农场副总经理王启增说：“前进农场
将坚持发展科技农业，继续创新研发适宜本
地的农业新技术、新机械，提升农业新技术推
广与标准化建设水平，带动更多种植户节本
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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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徐宏宇 毛玉霞 记者刘畅）近日，在北大荒农业股份友
谊分公司第六管理区水稻育秧大棚内，早播水稻苗床呈现出一片新
绿。长约 1厘米的乳白色水稻嫩芽破壳而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今年，友谊分公司在水稻生产过程中，组织党员、农业技术人员
成立了 110个技术服务小组、“苗情管护队”，在水稻大棚秧苗管理的
关键时期，深入育秧大棚，根据秧苗长势，有针对性地为种植户提供
管理对策和技术要求，建立巡查档案，适时提醒种植户做好控水、控
温、控肥、控药、除草等工作，抓好通风、调酸、除草、防病四个关键点，
解决苗床管理中遇到的难题，为壮苗顺利进入插秧环节提供有力支
持。

为了让水稻大棚秧苗管理更加科学化，友谊分公司还在智能大
棚内用高清摄像机对叶龄、病情、草情进行实时监控，同时，通过数字
化管控实现好秧变壮苗。

友谊分公司
大棚稻秧呈新绿

本报讯（白雪 于洋 记者刘畅）日前，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三分
公司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为扩豆提供重要支撑。

在第十四管理区的加工车间，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播种机开沟器和
镇压轮之间加装喷淋探头的改装。据了解，这项技术改装可以将根瘤
菌在种子覆土前喷洒到苗带种子下方 3～5厘米处，避免种衣剂与根
瘤菌直接接触而发生相互抑制作用，覆土镇压后形成封闭环境，提高
根系接种根瘤菌占瘤率，从而获得更稳定的根瘤菌结瘤固氮效果。

农业生产部副部长高春宇说：“这项技术改装后可以多机多用复
试作业。播种机改装喷施装置还可以在中耕作业时进行苗带精准施
药，减少垄沟的 1/3施药面积，减药量可达 20～30%，亩增产达到 10%
以上，亩增效 120多元。”

八五三分公司今年种植大豆面积 26.84万亩，为进一步保障大豆
稳产增收，分公司以农业科技和农机装备为支撑，在“精”上下功夫，
在“准”上做文章。

八五三分公司
播种农机巧改装

日前，在北大荒集团大兴农场的天空上，总能看见一
队队回归的大雁，它们的目的地是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每年春天，就有各种各样的候鸟陆续回到保护区，
尤其近两年，品种明显丰富了许多，昨天我们还观察到了
两只野生丹顶鹤。”大兴农场湿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可
心兴奋地描绘着两只丹顶鹤的特征。除了罕见的野生丹

顶鹤，还有野鸭、灰鹤、白鹭、天鹅……万余只候鸟在
这个春天回到了保护区，或在此“中转”，或就此“常
驻”。

从 2012 年退耕还湿以来，挠力河保护区大兴站
的这片湿地逐渐恢复了原本的美丽，随处可见的塔
头，逐渐丰富的物种，越来越清澈的河水，这块“地球
之肾”在大兴人的保护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孟庆文 本报记者 刘畅摄

候鸟聚集保护区

水稻苗棚内满眼绿色。 徐宏宇 毛玉霞 本报记者 刘畅摄

运苗车运苗车。。

安装“智慧眼”从育到管智能化

“有了这双‘智慧的眼’，我们在水稻育
秧阶段也实现了自动化，搭配上卫星导航、
无人农机及智慧田间管护系统，我们的农业
生产从育到种再到管，都有了智能设备的辅
助……”近日，在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
公司智能化工厂育秧基地，技术人员正在做
最后的调试。通过放置于棚内的 20 个传感
器及置于正中央的全景摄像头，种植户足不
出户，即可通过手机 APP端口查看棚内的温
度、湿度、苗情长势等关键信息，并通过卷帘
智能控制装置，实时动态控制外部卷帘的开
合面积，达到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的效果，
使水稻秧苗在生长过程中全程处于最佳状
态。

基地还落成了数字化灌排水设备，通过
终端计算机对棚内各项基础指标的实时监控
及对土壤墒情与秧苗长势的综合数据分析，
可实现进水、排水的全程自动化，在提高水资
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让“智慧用水”、“科学用
水”成为可能。“通过智能水站的调控，可自动
化控制浇水量与浇水时间，相较于以往的‘历
史经验法’人工控温控水，可有效减少水稻秧

苗病虫害，提升秧苗素
质，可在育秧阶段节省
用水 20%～30%左右，
减少 20%的人工。”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初
昌明介绍。

分公司还积极引
入一站式田间管护系
统 与 5G 网 络 互 联 基
站，让各类伫立在高标
准 农 田 之 上 的“ 智 慧
化”设备互联串通，由

“控制一片”向“控制全
域 ”迈 出 关 键 性 的 一
步。在分公司打造的

“万亩高标准农田”中，
集智能化叶龄诊断、水
稻长势分析、综合数据
搜集、智慧控水输水设

备于一体的一站式田间管护系统已建立完
成，通过监测服务端口，可对稻田的长势、病
虫害、田地水量、昼夜温差、积温情况等大量
关键综合数据做到精准搜集。

智能化暗室 育秧节本又增效

日前，走进七星分公司第十九管理区智
能化育秧工厂，科技感扑面而来。温汤浸种、
流水线作业、暗室育苗、双氧催芽……春耕尽
显“科技范儿”。

育秧流水线开动，粒粒饱满的种子先“泡
澡”后“洗澡”，通过温汤浸种物理消毒和双氧
清洗化学杀菌，再离心甩干、装底土、浇水、播
种、覆土作业等环节，育秧盘成型进入自动调
控温湿度的暗室车间后，经过 48～60小时达
到立针状态，眨眼间就变成了智能化超级大
棚内的翠绿秧苗。

七星分公司智能化育秧工厂开工后，一
条全自动育秧流水线调试到位，2名技术人员
在电脑一旁当“监工”，自动调控设备运行。
管理员指尖“触屏”，调节好温度、湿度，种子
就在最舒适的环境中发芽；黑漆漆的密室，看
上去毫无特点，但影响种子发芽的诸多因素，
如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却时刻都在
智能掌控中。

七星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振宇介绍，他们
以叠盘育秧技术为核心，集成应用水稻温汤
浸种技术、智能双氧催芽技术、播种码盘流水
线等国内先进生产技术及设备，通过数字化、
信息化、标准化控制手段实现工厂智能化暗
室育秧的全过程，年可生产标准化秧苗 18万
盘，供应本田插秧 5600亩，亩增产 30公斤以
上，出米率提升 1～2 个百分点，亩节本增效
80元以上。

技术人员解释，在育秧过程中应用这些
先进的生产技术，省去了传统的种子包衣环
节。工厂批量生产的秧苗长势均匀、抗逆性
强，秧苗素质高，出苗率及成苗率较常规提高
6个百分点以上，标准苗率高出常规 8个百分
点，插秧时漏插率降低 3.1个百分点。

“以前的传统育秧，一天最多完成 4000
盘。现在用这条生产线，一天就可以完成 1.2
万盘，可满足 400 亩水田用秧需要。”技术人

员林金凯说。
充满现代感、科技感的育秧工厂，流水化

的育秧让人不得不感叹科技兴农的强大。在
七星分公司，春耕多环节采用的先进科技，让
一粒粒种子变成一株株秧苗。

摆盘自动化 水稻育秧“工厂化”

“现在，种地最累的环节也都自动化了，
高科技厉害啊！”北大荒农业股份七星分公司
种植户腾宪江感慨说。种了几十年的地，摆
盘覆土这些活最累人，成本高，出活还慢，如
今再看看他的育秧大棚，有了自动化机械，两
个人就可完成覆土摆盘的全过程，7个育秧大
棚 4天就可以完成摆盘覆土工作。

为了让更多的自动摆盘机、硬盘机、床土
运输机等现代智慧农用机械应用到春耕生产
当中，七星分公司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建
三江鑫聚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农业
机械的自动化研究和应用，通过机械化手段
解决棚内水稻移栽时人工起盘效率低、用工
量大、人工成本昂贵、人员劳动强度大等问
题。

七星分公司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农机办
主任徐聪介绍，自动硬盘起盘机可以自动完
成一次性 5 个水稻秧盘的起盘、输送、排序、
装框等作业流程，对七星分公司实现水稻工
厂化育秧和统供秧苗具有重要意义。

腾宪江算了一笔账，今年他家种植 400
亩水田，购置了一套新型水稻播种覆土机，可
一次性覆土 4 排秧盘。粗略地估算一下，全
自动水稻摆盘覆土流水线作业，每小时就可
以完成 500～600张秧盘，3个人就可以操作。

据统计，七星分公司目前拥有硬盘摆盘
机 16套，累计应用 22栋大棚，作业 13万张硬
盘。2023年七星分公司将扩大应用面积，计
划在 16个管理区进行摆盘机示范应用，摆盘
10万张以上。

智慧农业，一端连着科技，一端连着农
业。从“体力”到“智力”，从“靠经验”到“靠数
据”，北大荒农业股份坚持科技创新，开展集
中攻关与示范应用，形成了农机农艺与信息
技术相匹配的农业种植体系，夯实了现代化
农业根基。

为春耕注入“智慧”力量北
大
荒
农
业
股
份

智能化工厂育秧、一站式田间管护、5G设备互联基站上线……“智慧”力量的注入让北大荒的春耕充满科技
感。一批批农业新设备、新技术、新模式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实现了由“凭经验”向“看数
据”的转变，一场智慧农业助力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变革正在科技加持下行稳致远。当前，北大荒农业股份各分
公司正紧盯农时，有序推进春耕生产。

□文/摄 吴易霞 徐磊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工作人员检测智慧田间管理设备工作人员检测智慧田间管理设备。。摆盘作业摆盘作业。。

温汤浸种杀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