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1月 9日 星期四

E-mail:jizhebu2004@sina.com

垦区新闻 责编：王传来（0451-84692714） 执编/版式：李树泉（0451-84655635） 5

□张克华 毕明宇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刘畅

近日，北大荒集团农业现代化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抚远市召开。与会人员走
进田间地头，看智能农机展示、农业标准化作
业，聊农业社会化服务，足迹所至、目光所及，
无不述说着垦地融合发展带来的变化。

走进抚远市浓桥镇东方红村秋收、整地、
起垄作业现场，在由北大荒佳木斯区域农服
中心全程托管的玉米地内，农机手驾驶新型
智能国产玉米联合收割机穿梭其中，隆隆的
轰鸣声响彻田野，短短几分钟，一大片玉米田
就被收割完毕，深松、翻地、旋耕、耙地、起垄、
秸秆还田等多项保护性作业一气呵成。

今年，北大荒农服集团佳木斯区域农服
中心全面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全程托
管土地 101万亩，并探索建立集耕、种、管、收、
储、运、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农业现代化服务

业模式。
北大荒农业现代化服务业模式得到了当

地政府的高度关注与认可。“农业现代化服务
业真正给百姓带来好处、益处。”抚远市委常
委、副市长李东生表示，通过去年两块地的试
验对比，老百姓实实在在看到了垦地合作带来
的增产、增收效果，让市委市政府更有信心推
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垦地深度融合。“伴肥
站的建立不仅方便了百姓种地，还为村民解决
就业 15人。”抚远市浓江乡生德库村党支部书
记万仁军表示，北大荒农服集团提供的“第一
手”肥料，不仅价格便宜，还可以让老百姓用上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每亩可以节约费用 20元。

“如何推广北大荒农服模式？”“如何实现
农业增效、百姓增收？”绥化分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路宏民表示，自 2022年开展农服工
作以来，绥化分公司以打造覆盖哈、大、绥、伊
为轴线的“农服经济带”为目标，在实践中形

成了厚植“五大优势”、做好“五个一点”、提升
“三个效益”、夯实“一个根基”的绥化农服做
法。截至目前，绥化分公司打造了 11 个高标
准农服示范区，25 个农服标杆示范点和田间
交流课堂，全程托管 20万亩，环节托管 200万
亩次。

建边农场以发展小麦产业为小切口，扎
实推进北大荒“二次创业”大战略。农场党委
书记刘立星表示，有力推进“幸福麦田”产业
经营模式的南移，同时，在当地建立农垦北极
特色农产品体验店，为“农垦北极”“幸福麦
田”“拙麦”品牌产品进驻当地市场提供了“桥
头堡”。

“2024 年，计划服务面积稳定在 8000 万
亩次，其中，全程托管 1000万亩。”北大荒农服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姜涛表示，“北大荒”是
金字招牌，北大荒农服集团一定会站在全国
农业发展视角，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小切口，

助力全面开启北大荒“二次创业”的大战略。
北大荒农服集团佳木斯区域农服中心总

经理鲍文波表示，佳木斯区域农服将继续深
耕抚远，助力乡村振兴。北大荒农服集团冀
鲁豫区域中心董事长高东旭表示，将紧紧围
绕北大荒集团的战略部署，深耕服务层次、强
化服务功能。

建三江分公司党委书记苍云表示，以北
大荒“1241”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引领带动地
方农业现代化发展，聚焦粮油等主要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三江样
板”。北安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荣君
表示，平移复制“北安模式”，切实提升村集
体、村民、合作组织自主经营能力。

在未来的工作作战图上，北大荒集团将
聚焦产业链多点发力，全力以赴推进农业社
会化服务工作在全国开花结果，以农业社会
化服务提交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

农业社会化服务 效果实实在在

□夏红英 李春 本报记者 姜斌

在北大荒上下争时间、抢进度进行
秋整地、秋起垄、秋作床的“三秋”作业的
节骨眼上，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二分公
司更加忙活起来。

近日，第五管理区正在进行液态粪
肥还田作业。只见一台红色大马力机
车拉着一根红色管子缓慢行走，随着

“呲呲”的声音过后，车尾与红管连接
处的立式喷管里，几股雾状的液态粪
肥 抛 洒 在 半 空 中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哗
哗”的声响，雾状液态粪肥瞬间洒落在
地里，被豆茬覆盖的黑土地瞬间吸足
了养分。

“我们坚持在秋季整地后施用有机
肥，可有效补充土壤有机质，为明年春耕
生产打好基础。”技术人员葛斌一边指挥
作业机车进行标准作业，一边历数粪肥
还田的作用。

拥有 110.64万亩耕地的八五二分公
司，白浆土占 20%左右。为破解这一瓶
颈，自 2021 年起这个分公司便实施了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利用畜
禽粪污发酵还田技术，累计将 14.5 万吨
腐熟发酵的液态、固态粪肥就近就地消
纳还田，还田面积达 4万亩，实现了每亩
节肥 3至 5公斤。

分管畜牧的产业发展部部长张强介
绍说，今年，我们充分发挥本地畜牧企业
年产 64.7 万吨有机粪肥的有利条件，推
广生物有机肥、腐熟粪肥替代化肥工作，
建立了年产 3 万多吨有机肥厂，引进丹
麦技术建密闭式发酵囊、扩建“三防”干粪堆积棚等，
粪污经过干湿分离、进塘氧化、堆肥发酵的工序成为
有机肥后再进行喷施和抛洒。

“八五二分公司已实现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5%，
有机肥替代化肥应用面积 21%以上，增产 10%左右，
耕地质量平均提升 0.5 个等级，耕层厚度达到了 30
厘米以上，260 亩玉米实收亩产达到 1125.85 公斤，
突破历史新高。”分公司负责粪肥还田作业的技术人
员谭龙一边说着，满脸的自豪感。

“俗话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这
块地连续 2年实施了粪肥还田项目，土肥了不说，产
量自然也高了。”尝到甜头的种植户梁宗军接过了话
茬，诙谐的语言把现场人都逗乐了。

农业生产部部长薛忠海对粪肥还田项目，有着
清晰的规划：下一步，我们会不断扩展绿色有机农产
品种植面积比例，采取“海藻有机肥+粪肥还田”的
模式替代化肥，在培肥地力的同时利用海藻酸破除
土壤板结，实现土壤改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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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玮 蒋立春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刘畅

近日，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分公司抢抓有
利时机，整合资源力量，科学规划，全力推进规模化格田
改造工作。

在东新管理区规模化格田改造现场，推土机、挖掘
机、激光平地机等各种机车联合作战，发挥各自机械优
势，全力实施格田改造工程。“我们抢抓当前土壤尚未封
冻的宝贵时机，全面推进格田改造工作，将原来资源浪
费、耕种成本高、机械作业利用率低的‘小池子’改造成每
个 15亩至 30亩以上的大格田，增加 2%至 3%的有效种植
面积，最大限度提高耕地利用率。”农业生产部总经理王
译阳说。

新华分公司将继续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通过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宣传带动、示范引领等形
式，按照既定时间表、路线图，对农田实施“整容级”改造，
建设“田成方、沟成渠、路成网、旱能灌、涝可排”的高标准
农田，以“小切口”撬动农业标准化新提升。

新华分公司规模化改造格田

本报讯（魏长凯 李淑霞 记者刘畅）连日来，北大荒
集团前进农场各级管理人员带领广大种植户一手抓明年
生产准备，一手抓粮食销售，统筹兼顾，助力种植户加快
粮食销售步伐，确保资金及时回笼。

“我今年种了 200 亩水稻，收成很好，管理人员帮我
测温、测水分，还帮我联系收储企业，以每市斤 1.75 元的
价格卖出。”近日，在第二管理区售粮的种植户吴强高兴
地对记者说。据了解，秋收以来，该农场各管理区党员服
务队帮助种植户联系粮食收购商，使种植户和收粮企业
直接对接、洽谈，加快粮食变现步伐。同时，还帮助种植
户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杜绝发生跑粮和丢粮现
象。

前进农场加快粮食统营步伐

秋整地现场秋整地现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畅刘畅摄摄

“点开北大荒农服 APP，点‘土地承包’，你就能看
到‘合同签订’了……”今年春耕期间，在北大荒集团长
水河农场有限公司第一管理区，“信息服务员”正通过
视频指导种植户签订耕地承包合同。

记者了解到，从 2022 年春耕开始，长水河农场有
限公司就通过土地承包系统，线上合同签订率、线上缴
费率实现“双百”，39.85万亩耕地全面完成线上发包工
作，比计划提前 20天完成。

据北大荒信息公司、农垦通信副总经理任荣荣介
绍，近年来，集团加快推广应用北大荒农服 APP，让种
植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基本信息注册、基本田申请、承
包权申请、耕地承包合同签订等操作流程，数字农服平
台通过持续推进农业生产业务线上化进程，现已完成
土地承包、农贷助手、农机服务等 10项功能，不断迭代
升级。

在便捷种植户的同时，北大荒集团不断对数字农
服体系进行优化迭代，开发应用北大荒数字农服 APP
和数字北大荒 APP，为垦区内外种植户和管理者提供
了高效便捷的数字化工具，实现了农业资源科学合理
配置。

目前北大荒数字农服 APP 平台注册用户达到 56
万人。基于北安模式，开发面向垦区域外的北大荒农
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在农服集团全国各区域农服中心
逐步推广应用。

接下来，北大荒集团将以破解智慧农业落地应用
难点卡点为突破口，着力推进技术装备研发制造、应用
场景打造、技术模式集成应用，全方位培育壮大智慧农
业产业，为加快农业现代化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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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北大荒解锁北大荒““智慧农业智慧农业””密码密码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这相当于每个地块的‘身份证’，点开一个地块，地块编号、作物品种、
耕地类型、土地承包面积都可以清晰看到……”

近日，记者来到北大荒信息有限公司，在北大荒数字农业指挥中心的大
屏幕上看到了“北大荒资源资产一张图”的演示。伴随着鼠标点击，屏幕不断
放大，精细到每个地块……北大荒集团的资源资产“家底”尽收眼底，让记者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数字赋能、智慧农业的魅力。

从无到有，五年来，北大荒智慧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基础网络、资源地
图、农业数字化服务实现垦区全覆盖。农业数字化示范基地示范引领作用逐
渐显现，超过半数农场使用传感器采集数据，农机自动驾驶设备配置率达到
40%。各分公司积极推进数字农业建设，建三江、北安等地已初见成效。

“未来，你看到的农田将全面覆盖天
地空感知系统，直接为农民服务，让物联
网成为农业生产的‘千里眼’。”作为北大
荒集团数字农场试点，鹤山农场今年夏
管期间升级改造了数字农业指挥中心。

鹤山农场农业发展部部长赵晓辉介
绍，中心升级改造后，在原有无人农机作
业、无人机巡田监测、卫星遥感监测、可
视化管理等 9 套农业数据平台的基础
上，还将数字农业的运算方式通过“人工
智慧大脑”的形式进行展现，让人更直观
地感受数字农业技术的前沿性。

13 套田间气象站、10 套高清网络球
机安装到田间地头，用于实时监测作物
生长环境和大田作物长势。多光谱无人
机、病虫害监测设备、叶绿素含量仪等设
备用于各项数据监测，保障数据实时回
传到指挥中心。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
监测、地面物联监测设备，形成“天、空、
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

赵晓辉说，在指挥中心，技术人员对
数据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提供多种决
策方案。鹤山农场将全场 1335 个地块
近 3年相关数据全部上传到指挥系统平
台，直观地展示不同年份积温、降水、施
肥、用药、产量等变化情况和基本规律。

鹤山农场推进数字农业建设正是北
大荒集团围绕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的一
个缩影。

记者从北大荒集团科技信息产业部
了解到，近年来，北大荒集团建设了完备
的现代信息通信网，拥有 2.53 万皮长公
里光缆线路，形成了从集团到分公司、农
牧场、管理区、作业站的五级光网架构，
构建了光纤网、传输网、数据网全覆盖的
现代信息综合网络体系，部署了包括作
业质量监测、气象监测、水位监测、土壤
监测等各类农业传感器 1.1万台套。

目前集团地理信息系统已实现全覆
盖，北斗导航系统被广泛应用。同时，建
成北大荒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完成了
4600 万亩耕地逐个地块的农业资源底
图绘制，一图汇聚了地理空间、种植作
物、土壤环境、遥感及权属等多源数据，
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数字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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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播期间，在北大荒集团创业农场水稻
集中智能芽种生产基地，使用新引进智能双氧和
温汤浸种技术催生出的 900 吨芽种，陆续出箱送
往智慧农业叠盘暗室育秧生产线，再由智能小火
车送往智能温湿调控大棚。这一系列的无人化智
能操作，正是创业农场在农机无人化、智慧化、标
准化管理上取得的丰硕成果。

今年秋收期间，在胜利农场有限公司智慧农
业先行示范区，随着工作人员在手机上轻轻按下
操作键，一台国产高端智能无人收割机发出阵阵
轰鸣，揭开了示范区玉米收获作业的序幕。

2021 年，胜利农场有限公司为示范区增设智
能化控制装置，建成并完善智慧农业实践基地、智
能无人农机等核心板块，改造收割机、拖拉机、喷
药机等智能化农机装备 15台套，使示范区发展成
为拥有 900亩核心区、辐射面积为 10000亩的示范
基地。2022 年，对示范区基础信息网络及智能农
机装备改造升级，打造包括农田墒情、病虫害监测
为一体的信息化平台，引进国产高端智能农机替
换原有进口机型，实现农机作业全数据采集和精
准高效协同作业。

北大荒集团科技信息产业部副总经理白雪告
诉记者，自 2020 年以来，集团启动实施了三批 28
个数字农场试点和 3个农业创新应用示范基地建
设，在关键技术集成应用、智慧种植、智慧水利等
7 个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
农业集成应用解决方案。同时，进一步优化农业
生产管理业务流程，集成开发了农业综合管理平
台，涵盖资源资产、农业生产、营销贸易等 17套管
理系统，已在北安、建三江分公司全域推广应用。

除此之外，北大荒集团的数字农业关键技术
攻关取得重大进展。垦丰种业利用分子标记、国
内自主知识产权基因编辑工具和全基因组等生物
技术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建立优化智能化育
种模型，形成了年参试品种 300多个、年审定品种
20余个的育种研发能力。

薯业集团与中国农科院合作研发国内首个马
铃薯智能巡田农业机器人和绿色智慧服务系统，
实现了种薯繁育全过程标准化数据采集和精准施
肥施药，亩均增产 20%，节肥和节药 10%以上。

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北大荒信息公司启动
作物模型、精准感控、智能装备、规模应用四个研
究方向的科研课题立项工作，建成了拥有可见光、
多光谱等多种数据源的遥感中台，覆盖垦区 4600
万亩耕地，研发了水稻叶龄识别、无人机多光谱图
像产量预估等 48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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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数字农业指挥中心。
王丽娇摄

创业农场创业农场智慧农机收获现场智慧农机收获现场。。潘爱龙潘爱龙摄摄

北大荒数字农业指挥中心。王丽娇摄

←鹤山农场有限公司升级改造的
数字农业指挥中心。 张晗摄

胜利农场智慧农业先行示范区的技术人员通过云平台胜利农场智慧农业先行示范区的技术人员通过云平台
查看耕地土壤墒情变化值查看耕地土壤墒情变化值。。 马兴珠马兴珠摄摄创业农场无人农机作业创业农场无人农机作业。。潘爱龙潘爱龙摄摄

改造格田现场改造格田现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畅刘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