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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2月19日，北大荒集团召开备春耕生产工作推进会议，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春季田管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精
神、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迅速全面掀起备耕生产热潮。
连日来，北大荒集团各地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广大种植户
迅速行动起来，有序开展清雪扣棚、运输肥料、种子发芽试
验等备耕工作，为即将到来的春耕生产工作开好头。

清雪扣棚抢抓农时

为更好地开展备耕生产，北大荒农业股份友谊分公司
按照“早清雪、早扣棚、抢积温、育壮秧”的工作思路，抢抓一
切有利时机，积极组织人力、机车对育秧大棚基地、重点田
间道路等处的积雪进行清除，确保备耕机车、农资运送道路
畅通无阻。

同时，为确保清雪扣棚工作的顺利进行，广泛动员广大
职工群众，采取人机结合、户间合作、邻里互帮等多种措施，
加快清雪扣棚进度。确保清理一栋、扣棚一栋、达标一栋，
并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全天候跟踪指导，帮助有困
难的职工群众解决困难，共同推进清雪扣棚工作，为下一步
水稻置床、摆盘、育壮秧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春节刚过，气温回暖趋势就已十分明显，现在就
要紧抓这‘春彩头’，迅速开展清雪扣棚作业。”连日来，北大
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各管理区的广大种植户迅速行动
起来，有序开展清雪扣棚工作。分公司农业生产部总经理
李广茂介绍说：“清雪扣棚作业可使棚内土壤化冻深度、增
温散墒达到苗床育秧的最佳状态。同时能抢抓农时，预留
出更多的提前量，为后续做床、摆盘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
障。”

智慧育秧系统显“身手”

记者了解到，2023年，二九〇分公司引入智慧育秧系
统，搭建了工厂化育秧基地。“相较于传统秧棚育秧的模
式，全流程数字化、自动化以及标准化的管理，育出的秧
苗不仅壮、齐，而且十分健康，秋天的种植产量创造了很
多地块的历史新高。今年刚过春节，70 余个秧棚的秧苗
就已经被预订一空了。”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初昌明介
绍说，“我们在大年初三开始了基地的清雪扣棚作业，预
计很快就能扣完，为接下来调整更新智慧育秧系统与设
备提供了充足时间。”

近两年，二九〇分公司牢固树立“清积雪、早扣棚、抢农
时、引科技、提产量”的思想，为后续各项新型农业技术的调
试使用、新型农业科技的引入实践提供坚实时间保障，综合
提升了分公司育秧阶段效率与标准程度，让诸如物联网数
据上传、大数据综合分析，自动控水、控温、调酸及长势监测
等智慧育秧手段成为提升分公司育秧质量、保障种植产量
的重要支撑。

混拌肥料有序下摆

为打好春耕生产主动仗，连日来，格球山农场有限公司
农业科技服务中心根据种植户生产需求，采购优质价廉肥
料，通过混拌、统一分批下摆到作业区，确保春耕生资早到
位，农业生产不延误。

在格球山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科技服务中心物资储备
库，工作人员正驾驶车辆将整袋肥料按配比要求倒入搅拌
设备，伴随着大型自动搅拌机械高速运行，经过自动配混、
装包、称重、缝包等流程后，装卸工人紧张有序地将完成掺
混配比的化肥装车，下摆到各作业区的物资库房。

在今年备耕生产中，格球山农场有限公司全力保障肥
料物资储备，疏通生资统供服务种植户的“最后一公里”，让
种植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使用到满意的化肥。同时，格球山
农场有限公司成立党员干部监督检查小组，不定期对晒场、
库房的肥料进行检查，积极做好化肥的储存工作。

严把种子质量关

北大荒集团普阳农场有限公司严把种子检验头道关，
连日来，垦丰种业普阳分公司检验人员对自繁生产加工的
水稻种子进行室内第三次发芽试验，为春播生产提供安全
用种。

据了解，垦丰种业普阳分公司秋季生产加工“龙粳
31”、“龙垦 2021”、“绥粳 18”三个水稻品种共计 1200多吨，
在种子冬季贮藏期间，对这些种子进行一次生命力测定、
三次室内发芽率试验。在发芽试验中，工作人员模拟种
子的生长环境，控制好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通过 7 天
查看芽势，14 天查看芽率，根据种子发芽情况，准确记录
下各品种检测数据。

通过种子发芽试验，及时掌握春耕用种的第一手数据，
在帮助种植户筛选优质种子的基础上，保证出苗齐、壮的同
时有效减少播种量，降低种植户用种成本，切实保障农业生
产的用种安全，让种植户用上安全、放心种。

春已到 科技备耕
上线早

本报讯（魏长凯 李淑霞 记者姜斌）近
日，记者从北大荒集团前进农场农业部门
了解到，农场不断将数字农业融入现代农
业，全面加强农机装备结构的优化，实现

“智慧农业”提档升级。
为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农场不

断在农田、农机和农艺融合上下功夫，全面
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据了解，农场 2024
年会加大新型机械装备补贴力度，计划配
套 450 万元农机补贴，更新引进国产变量
侧深施肥插秧机、多功能一体收获机、300
马力以上拖拉机、5 米以上卫星平地机等
新型农机装备。投资 200 万元，配备插秧
机自动感应传感器、秧苗起降装置、传动装
置、智能上苗装置等智能无人上苗装置，实
现全程插秧无人化。

前进农场
更新优化农机装备

本报讯（王艳 李淑霞 记者刘畅）日
前，北大荒集团梧桐河农场有限公司与福
建厦门山泉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300吨的
大米订单，一批又一批的梧桐河大米进入
了 3000 公里外的福建市场，这也标志着

“梧桐河”牌大米在拓宽市场营销渠道上又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梧桐河农场有限公司水稻种植环境得
天独厚，“梧桐河”牌大米更是获得了农业
农村部农产品质量追溯标识使用权和绿色
有机产品证书，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厦门
等地。近年来，为更大限度打开大米销售
渠道，把“梧桐河”大米这块“金字招牌”不
断做大叫响，梧桐河农场有限公司建立了
生产有记录、安全有监管、产品有标识、质
量有检测的质量追溯体系。同时，通过采
取线上线下营销模式，加大与省内外知名
企业合作，持续扩大产品知名度，推动大米
销售节节攀高，踏上以米致富的新“稻”路。

梧桐河农场
300吨大米销往福建

本报讯（张义巍 记者刘畅）连日来，北
大荒集团齐齐哈尔分公司各农（牧）场积极
开展复工安全检查，保障节后复工复产有
序进行。

在富裕牧场，相关工作人员在机关、医
院办公楼开展用电、消防等安全隐患排查，
确保所有设备和系统都处于良好运行状
态。“我们对办公场所的消防器材设施、安
全出口、用火用电等进行了详细检查，确保
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治理到位。”富裕牧场安
全办负责人刘彦军说。

在繁荣种畜场，安全应急部门人员来
到农机服务中心、化肥储备库、自来水服务
站等地，详细检查了复产复工前准备、员工
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落实情况，做到隐患
排查到位、措施落实到位。“我们针对复工
复产期间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拿出针对
性强、操作性强的管控措施，落实落细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全力做好节后复工复产安
全生产工作。”繁荣种畜场安全应急办主任
王博说。

齐齐哈尔分公司
开展复工安全检查

组织人力、机车清理育秧大棚基地积雪。 徐磊摄

水稻种子发芽试验。 崔岩摄

北大荒集团通过不断提升智慧农业数字
技术集成应用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率，降低人
工成本，有效促进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实现农
业智能化、标准化、高效化、绿色化发展。

“去年水稻亩产680公斤，不仅长得好，而
且收购价格也好，还没拉出地就被‘抢’光了。”
日前，在江川农场种粮大户燕振山家的稻田
里，他指着稻田旁的设备笑着说，“收成好，它
立了大功。”顺着燕振山手指的方向，可以看
到每片稻田旁边都立着两米高的柱子，顶端
装有摄像头，下面有类似电箱、水泵、水闸的
设备。“这是一套农田‘饮’水设备，以农场11
条长86.329公里的主干渠为依托，引进的集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于一体的智能
灌溉系统，种植户可以通过手机连接应用平
台，不但能远程操控稻田进水、排水，还实现
了对灌溉用水有机含量指标等数据信息的收
集。”江川农场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智国说。
农场还配备了气象要素传感器、北斗自动驾
驶导航、智能卫星平地机等。以前种田靠天
气、靠经验，现在通过这些新设备可以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六分公司充分利用

“全域数字水稻云平台”大数据整合功能，对气
象信息、地块条件、水利工程、作物长势等进行
综合评定，绘制年度、月度农业生产数据“直方
图”，指导大豆高产攻关。“我们通过对传统农业
重塑化处理，将水稻种植的高产经验融入旱田
作物产能提升工作中，最终实现农业发展的投
入可控化、管理精准化、生产可视化。”北大荒农
业股份八五六分公司副总经理沈国春说。

为最大程度降低粮食田间收割损失，北
大荒集团一方面持续推进农机具装备优化升
级，另一方面广泛组织开展机收减损大宣
传。“集团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产’的意识，科
学制定收获方式，大豆摇铃即收获，玉米在完
熟期适时收获，水稻采取割晒与直收相结合，
确保收获损失率大豆控制在2％以内、玉米控
制在3％以内、水稻控制在3％以内。”北大荒
集团农业发展部农机处工作人员隋士国说。

北大荒集团将持续攻单产、强科技、提
标准，全面构建良种良田良法良园配套、农
机农艺农人农地融合、生产生态协调的标准
化及可复制的北大荒农业生产模式，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用“技”与“策”将粮食装满

“中国饭碗”。

智慧农业 颗粒归仓 千方百计夺取粮食丰产丰收

提升粮食产能提升粮食产能！！
北大荒的北大荒的技技与与策策

近日，在农业农村
部农垦局联合中国农林水

利气象工会公布的 2023 年
全国农垦提单产“大比武”劳
动竞赛结果中，经测产验收、综合
评审，北大荒集团旗下7个示范田入
选高产示范样板、6家单位入选单产提
升农场。获奖喜讯的背后是北大荒
集团单产提升行动的不断努力。对
提升产量、稳产增质，北大荒集
团有着自己的“技”与“策”。

□李珊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为打破因积温产生的种植品种单一
的劣势，近年来，引龙河农场设立试验示
范基地开展大豆品种筛选，通过对大豆的
长势、株数、株粒数、产量、百粒重等指标
进行分析，进一步加快本地区大豆品种更
新换代步伐。

“每年，我们都会对试验品种进行田
间考种和室内考种，考察大豆品种的农艺
性状、质量性状、数量性状等指标差异，筛
选出适合本地的大豆新品种。”引龙河农
场农业发展部部长张洪双表示。

“2023 年，我根据农场推荐的大豆品

种目录，种植了生长期短、抗寒性强的‘龙
垦 306’，亩产达到了 380 斤，今年我还要
种农场推荐的品种，肯定错不了。”引龙河
农场种植户高文宝难掩激动之情。

近年来，八五五农场以打造国家级大
豆良种繁育基地为突破口，建设了占地4.4
万平方米的良种繁育基地，实现日加工大
豆种子 180吨，年加工良种能力 1.5万吨，
可供种 270万亩，大幅提升了良种繁育能
力。

“每次农场收获的大豆种子都经过扦
样抽检、水分检测、杂质筛选、发芽率测

试、纯度检验等一系列严格‘体检’，种子
达到净度≥99％、发芽率≥85％时才能被
确定为大田用种。”八五五农场粮贸公司
技术员李翠玲介绍。“前期，我们通过种子
田的选择以及从播种到种子收获的全程监
管，再到加强中后期的健身防病等措施，保
障大豆种子质量达标。”八五五农场党委书
记、董事长苑庆伟对推进种子繁育建设信
心满满。2023年，基地共繁育20余个高产
优质大豆品种，并与北大荒垦丰、田友种
业等几家企业签订了种子代繁、代加工合
同，从源头上保证“农业芯片”稳定可靠。

试验示范 良种繁育 科学种植夯实粮食高产底气

农业生产环环相扣，北大荒集团将良
法良种相配，有效发挥良种潜能，降低生
产成本，实现增产增收。

“冬天是真忙，自打大家知道我家大
豆去年最高产打了620.72斤后，来取经的
人就络绎不绝。”八五四农场大豆种植户
鄢志民说。

“都是一样种地，为什么你家的地就
有那么高的产量？还是你用了什么特别的
方法？”这两个问题成了取经种植户们的共
同疑问。鄢志民笑着说：“我认真落实农场
下发的大豆高产栽培技术，这套技术是高
产真正的‘法宝’。”大豆高产栽培技术是八
五四农场在 2022年摘得全国“金豆王”桂

冠后，总结的一整套适合本地区大豆高产
栽培的综合技术措施，在应用大豆高台大
垄匀密高产栽培技术的基础上，推广电控
精密播种、增施有机肥等10项核心技术措
施，不断提升大豆单产水平。

北大荒各农（牧）场经过多年实践经
验，纷纷总结出适合本地增产增效的集成
技术模式。

友谊农场创新应用一巡、二耕、三播、
四施、五控“12345”高产高效集成技术“金
字塔”增产模式，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
率和经济效益，而且符合农业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普阳农场开展
水稻芽种“超稀播”、秧苗“超密植”、本田

“早控蘖”、群体“控高度”“双超双控”高产
栽培模式，形成可复制高产模块。七星农
场应用水稻“三精三定、五促五控”超高产
栽培技术模式打造高产示范样板，不断提
升水稻单产，形成寒地水稻优质高产高效
栽培技术体系，粮食综合产能得到进一步
提升。

“我们始终把农业科技创新、研发、推
广作为增产增收的核心手段，将研发和推
广紧密结合，不断完善‘科技园区、示范
带、标准田’三位一体技术示范推广体
系。2023年，集团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77.07％。”北大荒集团科技信息产业部
副总经理白雪说。

关键技术 集成应用 联动施策助推单产水平提升

丰收的粮食丰收的粮食。。刘江刘江摄摄

农机状态完好农机状态完好。。李成祥李成祥摄摄

普阳农场水稻联合收获。朱兆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