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用
良
机

用
良
机

打
造
打
造
﹃﹃
上
天
入
地

上
天
入
地
﹄﹄
升
级
版

升
级
版

3
推
良
法

推
良
法

数
字
化
为
质
量
农
业
添
翼

数
字
化
为
质
量
农
业
添
翼

6
“四个农业”的绥化实践——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质量农业篇

责编：王传来（0451-84692714） 执编/版式：见习编辑 仲一鸣2023年11月9日 星期四

围绕手段方式创新，北林区全力落实落靠“田
长制”责任，大力推广“垦地合作”新模式，把打造高
质量农业种植科技示范园区作为“做给农民看、指
导农民干”的科技示范基地，落实垦地合作科技园
区5个、面积3000亩，发挥北大荒农服大机械优势，
规模化开展以深翻、深松、秸秆还田为主的秋整地，
为明年春播生产赢得主动权，提高了农业的组织
化、规模化水平，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新华乡三发村康英华种植合作社就是垦地合
作的受益者，这个合作社通过垦地合作，提高了作
业标准，实现了增产增收。理事长康英华说：“原
来的种植结构一垧五六万株，现在我们园区能达
到七八万株，产量提高了 20%，效益大大地提高
了。”

北林区农业技术中心主任李连文介绍：“通过
垦地合作，发挥北大荒农服的生产和管理优势，在
节本增效、减损增收、提质增量方面持续发力，不断
提高园区科技含量，打造‘农机+农技’的示范标
杆，推动了区域农业生产提档升级。”

2023年，北林区在9个乡镇打造玉米、水稻、大
豆科技示范园区 12 个，与北大荒集团绥化分公司
农服中心开展垦地合作，对5个科技园区实现全程

农机托管，借助农垦的先进技术、机械、模式，进一
步释放了粮食产能。

绥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北林区委书
记单伟红介绍，作为寒地黑土核心区，北林区充分发
挥绿色物产资源优势，不断创新营销战略，着力叫响

“北林香米”金字招牌，力争两年内品牌价值突破
100亿元，让北林香米香飘万里，实现农业发展质效

“双丰收”。按照省委提出的“四个农业”要求，在发
展质量农业上，北林区始终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
业为主攻方向，不断丰富质量农业的内涵，持续加大
黑土地保护力度，充分发挥种业优势，打造高端稻种
研发推广高地，大力推广垦地合作新模式，在农业产
业化上持续发力，大力推广高端农机和数字化场景
应用，打造智慧农业先行区，为推动现代化大农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北林力量。

北林区坚持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
石”作为首要担当，深入贯彻全省“千万吨粮食增产
计划”，锚定“一乡五业”、聚焦“四个农业”、落实“五
良”措施，建强“两头两尾”，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不断推动现代农业向更高质量发展。2023
年，全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14.8万亩，预计粮食产
量26.64亿斤，实现“二十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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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涛 田玉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年初以来，作为全国产粮主产区，绥化市北林区紧紧围绕“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把良种、良田、良法、良机、良制“五良法”作为推进“四个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发展质量农业
上，聚焦稳面积、提单产、增总产，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区域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当好国家粮食
安全的“压舱石”，打造更加稳固、可靠、安全的“大粮仓”。

谷粒结满穗，新粮喜入仓。当前，正值稻种收储的最佳
时节，北林区的稻种粮储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绥
化市盛昌种子繁育有限公司，一辆辆满载稻种的大车排起了
长龙，来这里销售种子的车辆络绎不绝，农户们的脸上都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魏国是东富镇利农村的稻种订单种植户，今年他种植
20 垧地，打了 30 多万斤稻种。在收购现场，稻种经过扦样、
质检、称重等环节后送入仓库进行储存。眼看一年的辛苦
得到回报，魏国心里是止不住地开心，他对记者说：“今年稻
种价格挺好，1 块 9 一斤，照去年一斤贵 2 毛多，我今年跟盛
昌签的订单，比市场价格高 1 毛到 1 毛 5，三车稻子卖了 30
多万。”

在盛昌种业的种子展厅里，一颗颗代表北林区农业技术
成果的种子“芯片”整齐展列，展现着坚韧创新的北林精神和
厚重质朴的黑土情怀。绥化市盛昌种子繁育有限公司是我
省水稻繁育龙头企业，集科研、育种、生产、经营于一体，旗下
的绥粳系列香稻品种是“北林香米”的母本品种稻。

北林区还不断加大与省内外科研院所合作，推动科研成
果转化，以绥化市盛昌种业、苗氏种业、北方稻作研究所、稼
禾种业等为代表的种业企业，培育出绥粳、绥稻、苗稻、中盛
等一系列优质品种，全省覆盖种植面达到 1800万亩以上。绥
化市盛昌种子繁育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孙美玲介绍：“为保证
种子的质量，企业制定了严格的订单种植标准，全流程标准
化管理，严把种子质量关，确保从源头上保障北林香米的品
质。”

近年来，北林区把种业发展作为推动农业发展的突破
点，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持续巩固提升国家级水稻区域
性良种繁育基地优势，加快建设国家级大豆良种繁育基地，
着力打造以高食味值水稻、加工型玉米和高蛋白大豆为主要
品种的产业格局，三大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北林区坚持在产业化和品牌化上持续发力，破难题、补短板，
把推动种业振兴作为实现农业振兴和乡村振兴的“芯动能”，
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在北林区宝山镇永发村玉米收获地块，收获和整地作业正
在同步推进，根茬粉碎、翻转犁等机械紧随收割机后，碎混、翻
埋，上一秒还留着秸秆的地块转眼就变成了黑油油的土地。绥
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立军现代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马立军说：

“通过秋整地作业，直接就把秸秆扣地里，让秸秆腐烂成为有机
肥，土壤更松散，而且秋天翻完到春季能提高地温，抢先一周播
种。”北林区坚持保护与利用统筹、用地与养地结合，严守耕地
保护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好黑土地，把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利用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益民工程”、发
展现代农业的“保障工程”、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益工程”，打造
一批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

“高标准农田建得真是好，道修好了，走车干活都方便了，

施完肥，这地也更有劲了，赶上好年头，又是大丰收。”北林区西
长发镇红发村村民苏士海数着手里的钞票，兴奋地说。

“通过项目建设，彻底改变了项目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达到路
相通、渠相连、田成方、林成网，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农民收入水平
也将有很大的提高。”北林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冯士刚说。

2023 年，北林区投资 11794 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11.51 万
亩，预计新增耕地3500亩，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67万亩，
占耕地面积的51.5%。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了农
业基础设施配套程度，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达到土地平整、土壤肥沃、集中连片、设施完善、电力
配套、生态良好、高产稳产、优质高效、抗灾能力强的目标，提升
了黑土耕地质量，为粮食高产稳产打牢基础，为粮食安全再上
一道“保险”。

在盛昌种业的智能化育秧大棚里，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日常检
修维护，农业现代化的数字化应用是这里最大的亮点。“这个智能温室的
温度和水分都是用电脑智能控制的，不仅节约了人力，也提高了作业效率
和生产标准。”绥化市盛昌种子繁育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会介绍。

农业的数字化场景应用已经成为北林区农业生产的一大特色正逐步
推开并广泛应用。在北林区农业大数据中心，大屏幕上闪动着一张张精
密的图表和一串串详实的数据，北林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连文正
在通过监测站反馈的信息，分析全年的农业生产情况，“平台包含作物种
植分类、长势分析、地块监测、耕地质量监测、灾害监测、田长制、灾情预
警、产量预估、地力监测、农险定损理赔10个模块，是集农业大数据、农村
集体经济管理、农业产业数据科研服务等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

数字化监管是提升农业生产质效的有效途径，北林区在科技园区及
农业企业生产基地安装远程监测系统，为政策制定、指导生产、病虫草害
防控、防灾减灾等提供数据支撑，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实现防灾减灾，
确保增产增收的效果。目前，北林区已在嘉禾米业、稻米香米业、正大米
业、盛昌种业等生产基地建设数字化示范基地10个。

数字化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北林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胡占军
介绍：“截至目前，北林区已建有农业大数据平台3个，田间电子监测设备
19台套，益农信息社171个，电商商城1个。”北林区还把数字应用与质量
溯源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全区38家绿色食品企业与国家和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管理平台实现衔接。正大、嘉禾、稻米香等绿色食品企业应用物
联网、数字化技术以及通过二维码扫描、APP互动，实现了种植、田管、加
工、包装、销售全环节可视可追溯。

在推进质量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北林区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作为
提升农业质效的重要手段，推广应用智能催芽、旱育稀植、大垄双行、
生物防控、节水灌溉、全程机械化等技术，粮食作物标准化技术到位率
95%，提高了农业种植标准化水平，实现提高单产，确保粮食安全。
2023 年，北林区推广玉米、大豆大垄双行技术 5 万亩，综合组装配套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打造了高产田、样板田，构建起粮食高产高质高
效的生产体系。

在秋慧丰公司农服植保公司，无人机
操作员顾嘉健正在汇总梳理全年的作业数
据。“多光谱成像就像人用医疗器械体检一
样，精准成像。可以通过对地块苗情实时
扫描，根据作物长势确定施肥方案，科学精
准变量喷施叶面肥，达到增产增收效果。”
北林区通过建立监测站，利用卫星遥感、无
人机航飞、地面监测系统相结合的“天空
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实现了灾害监测预
警、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

在新华乡玉米科技示范园区，大型整
地机正在田间驰骋穿梭，进行高标准整地
作业，机车所过之处，黝黑松软的土壤翻滚
而出。在机车手李文平看来，新型的整地
机械有着很多优势，“这个机械比以前的老
机械作业平整度好、整地标准高，一天能干
300 亩地左右，深度达到 30 厘米。”他对记
者说。

今年，位于北林区宝山镇的立军现代
农机合作社采用了 110 厘米大垄平播技
术，理事长马立军说：“今年秋收和秋整地
几乎是同时进行的，8台机械齐上阵，一边
收获，一边整地，土地实现黑色越冬，抢出
积温，播种期能提前一周左右，有助于粮食
增产。”

“高端农机+航化作业”让北林农业
“上天入地”、再上台阶，也让农业生产更精
准、更高效。目前，全区农机保有量达 2.2
万台，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
99.65%，通过推广应用先进高端收获机械，
实现了机收减损增粮。

11育良种育良种““芯动能芯动能””为质量农业护航为质量农业护航

22建良田建良田 夯实夯实““保障工程保障工程””和和““效益工程效益工程””

55重良制 打造稳产增产核心区

①航化作业。
②飞机植保。
③水稻池育秧。
④机械化收获。
⑤金色稻田。
⑥航拍绥化。
⑦稻穗。
⑧农技人员测产。
⑨稻菽飘香，绥化市北林区呼兰河两岸

色彩斑斓。
蒋宝栋 本报记者 董新英摄

⑨⑨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