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E-mail：hljrbxczx@163.com

2024年5月7日 星期二

本期主编：姚艳春（0451-84655776）

本期责编：王传来（0451-84692714）
执行编辑：仲一鸣

乡村快讯

本报讯（谭静宇 记者周静）近日，孙吴
县腰屯乡红望村蓝靛果种植示范园正式启
用，省委编办驻红望村工作队与孙吴县援
边工作队联合进行了果木种植，县援边工
作队技术人员进行了种植指导。示范园一
期试种 800株苗木全部为三年期苗木，其
中营养钵苗木可实现当年产果，其它苗木
次年产果。成熟后，预计单株年产量可达
10斤左右，按每斤 10元计算，一期可实现
总增收8万元。

据了解，省委编办驻红望村工作队着
力带领村民发展庭院经济，推广蓝靛果种
植，多次到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森莓园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学习考察蓝靛果栽培技
术、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促进增产增收。
下一步，他们将根据一期试种情况，继续扩
大种植面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稳步推进。

引进蓝靛果
拓展增收路

本报讯（记者梁金池）4月 28日，记者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全国首单气力式播
种机出苗率责任保险在我省成功落地。

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协调中
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气力式播种机出苗
率责任保险。这项保险由农机生产企业负
责投保，保障电控气力式播种机产品田间
出苗率为 90%及以上，如由于机械原因导
致生产过程中亩田间出苗率低于 90%（不
含），则触发保险理赔机制，按照保险合同
约定对农户产生的损失进行赔偿。

据介绍，气力式播种机出苗率责任保
险的出台，有效地降低了先进适用电控气
力式播种机的熟化定型与推广应用风险，
提高了农户购置使用电控气力式播种机的
积极性，有助于促进高性能播种机械加快
部署生产一线，提升机播作业效率与作业
质量。

记者在农业机械化管理处了解到，年
初以来，我省积极发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贴导向作用，围绕加快先进适用播种机具
升级换代、部署一线，通过对电控气力式播
种机、高性能免耕播种机开展优机优补等
措施，引导农户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播种
机械，助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截至目前，全省农村地区补贴购置高
性能免耕播种机 5120 台，气力式播种机
527台。

播种机田间作业。
本报记者 梁金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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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地墒情正常，温度条件略好于常年同
期，能够促进土壤解冻、地温回升，有利于春耕
春播的开展。”4月 11日，黑龙江省气象科学研
究所组织农业气象专家团队深入富裕县的田
间地头，对土壤墒情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
给当地农业部门和农民开展新一年的耕作吃
下“定心丸”。

“我今年计划种 2500亩大豆，最近大风天
气多，温度也没上来，一开始我还比较担心，但
是气象专家建议我们在 4月底到 5月初开始播
种，这让我踏实很多。”富裕县大豆种植户代海
强说。

早在 3月 12日，黑龙江省气象局召开全省
春季气象保障服务动员会，就今年春耕春播和
春季农业生产气象保障服务进行安排部署。
同时，省气象局与省农业农村厅、北大荒集团
积极对接服务需求，加强互动联动工作机制，
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
进一步共同强化高影响天气预报预警、病虫害
预测预报、点对点直通式气象服务、为农气象
监测网点建设、精细化土壤墒情监测以及智慧
农业和农业保险等气象服务。

此外，省气象局作为保障粮食安全高质量
气象服务体系建设全国先行试点单位，4月 15
日，与农业部门、相关高校联合召开专题会议，
部署黑龙江省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任务
工作，优化完善农业气象观测设施站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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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秧 一 半 稻 ，苗 好 七 分
收”。水稻育秧是水稻丰产丰收
的重要环节。据预测，2024 年 3 月
至 10 月富锦区域气温正常略高，
降水正常略多。“相比去年种的品
种齐粳 10，长粒稻花香绥粳 10 生
长时间更长，味道也更好，同时我
们还参考了 2024 年景分析预测和
春季气候趋势预测，今年改种以
绥粳 10 为主，目前已提前完成了
全部水稻苗床播种。”富锦市水稻
示范基地东北水稻合作社理事长
刘春说。

据悉，今年省气象科学研究
所从多角 度 筛 选 农 业 气 象 预 报
因子，包括气温、降水、风速、土
壤 湿 度 等 ，构 建 了 基 于 智 能 网

格的多因子主栽作物（玉米、水
稻）适宜春播（栽）期预报模型，
制作出水稻春耕春播格点预报
产品。

“ 育 苗 期 间 大 棚 内 的 温 度 、
湿度以及作物长势都需要气象
保 障 服务。在智能催芽车间，我
们可以利用智能化设备科学高效
地掌握作物生长和周围环境的各
项数据，有效缩短催芽周期，减少
种子养分流失和染病概率，一个
人就可以管理一个车间。”刘春
说，“等到插秧之后，只需要通过
富农通手机 APP，就可以监测到
每一个地块实时的农情数据和长
势情况，以及极端天气和农情灾
害的预警信息。”

智能设备监护作物生长

清明节过后，春回大地，气温迅
速回暖，双鸭山市集贤县的春耕工
作也随之进入了倒计时。

集贤县气象为农服务专班再次
深入县农资大市场、种植合作社、种
业公司和种粮大户家中进行了走访
调研，并为其送去了《春耕春播期气
象服务专报》和《集贤县高精度≥
10℃积温区划图》，现场答疑解惑，
并给予合理化建议，助力涉农用户
趋利避害，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做好
春耕春播活动。

“根据最新积温图，你们可以尝
试售卖一些第一积温带的品种，比
如兰玉 988 和乐盈 9600，它们的积
温需求分别在 2650℃ 和 2550℃ 。”
集贤县农业气象服务专家对种子经
销商说道。

与前 30 年（1961-1990）相比，
近30年（1991-2020）黑龙江积温带
出现北移东扩现象。省气象局重新
划分近30年积温带，并应用于省内
农作物优质高效品种种植区划。

“之前收到气象部门送来的最
新积温带划分图后，我们在购进种
子时选择了一些中晚熟品种，以前
是早熟品种卖得多，现在根据最新
积温带划分，种植结构调整，晚熟品
种要比中早熟品种卖得多，感谢气
象部门的超前服务。”农资经销商店
销售员曲艳萍说。

“去年我听了气象局的早耕早
播建议，提前6天播种玉米，结果产
量比往年提高了 3 吨多，今年我看
到最新发布的积温划分图，我们村
的积温依然适合改种玉米Z999这
一品种。如果气象条件好，今年产
量还能再提升！”集贤县福利镇胜利
村玉米种植户王玉敏脸上充满希
望。

集贤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
锐表示，近期将再次与气象部门
进行联合会商，深入分析研判春
播期气象条件，及时发布指导意
见，趋利避害全力保障春耕春播
生产活动。

利用积温调整种植结构

育秧大棚内稻苗青青，肥沃黑土上机声隆
隆……眼下，龙江大地的春耕生产正由南向北陆续
展开。

“天气预报说明天风小，抓紧干活。”“天气预报
说要下雨了，贪点儿黑也得把这地整出来……”

气象条件是影响春耕生产的重要因素,我省气
象部门立足于前、谋划于先，持续强化开展分区域、
分灾种、分作物的全链条伴随式农业气象预报预警
和风险预估服务。

□文/摄
本报记者 唐海兵

春种时节，龙江大
地处处皆是春耕的忙
碌景象。在肇东市五
站镇五站村，一台台大
马力拖拉机后架着免
耕联合播种机，在 1000
亩集中连片的土地上
进行玉米播种和滴灌
铺设作业，科技范儿十
足。

“这是我们今年新
申请的玉米单产提升
项目，通过采用大垄双
行密植栽培和水肥一
体化滴灌技术，促进粮
食增产、农民增收。”五
站镇五站村党总支书
记赵波介绍，水肥一体
化技术可以通过田间
温湿度传感器智能控
制滴灌设备，相比传统
施肥方式，不仅可以根
据玉米生长需求进行
科学配比，做到精准施
肥，而且更加节水、省
肥、环保，能大大提高
玉米产量，实现旱涝保
收。

记者采访中了解
到，为了将这 1000亩土
地集中流转，赵波可费
了不少功夫。“原来这
些地是大家分散种‘花
花田’，白菜、大葱、萝
卜……品种不一、技术

不细，收益全凭天气和当年市场行情。村
里通过各种讲解、培训，一对一上门沟通，
让大家全方位了解到粮食单产提升项目的
好处，这才让村民们拧成一股绳，将原本分
散的土地连成片。”赵波说，“将土地集中流
转，通过采用各种大型机械和先进技术手
段，既能响应国家政策稳粮增产，又能合理
利用土地，增加村民收益，是多方受益的大
好事。”

在播种现场，聚集了不少村民前来观
摩，一台台免耕联合播种机驶过，播种、施
肥、铺设滴灌带一气呵成，快速而高效。

“去年就听说了我们肇东市的五里明
镇通过粮食单产提升，取得了非常好的收
益，如今看着自家田地种植也走上了科技
化、智能化的道路，心里非常高兴。”一位村
民说。

五站镇党委副书记车辉表示，今年五
站镇全镇实施大垄双行密植和水肥一体化
项目的共有 5900 亩，下一步他们将做好

“耕、种、防、收、售”等各个关键环节，全力
保障粮食高质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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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蕾 本报记者 梁金池

五月的阳光，照耀着勤劳的身影；五月
的鲜花，送给最美的劳动者。这个劳动节假
期，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农科
院”）的专家们开启了“与时间赛跑”模式，助
力重大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全力推进重

点工作走上“快车道”，试验田、实验室、办公
室……处处呈现出踔厉奋发之势。

这个劳动节，是“金豆娘娘”栾晓燕在田
间度过的第39个劳动节。今年，她将大豆所
育种室团队的接力棒交到了第三代育种人
刘鑫磊的手上。

“今年我们在民主园区新区预计播种 94
亩试验田，包括 1 万余份高世代选种材料，
6000多份低世代选种材料，超过 500份搜集
到的优异亲本材料，以及近 50 份参试新品
系。”刘鑫磊说，农科院年轻一代接过的不仅
是那份传承，更是对未来的规划，“之后，我
们还将对鉴定和品比材料、异地鉴定选种材
料陆续开展小区播种机播种，希望再选育出
更多高产、抗病的大豆新品种，让‘中国碗’
里装上更多‘龙江豆’。”

北大荒集团赵光农场被誉为共和国第
一个国营机械农场，首任场长周光亚也是省
农科院的建院“元老”。5 月 1 日，省农科院
玉米研究所组建的玉米科技服务团追随前
辈的脚步，赶赴赵光农场，就玉米单产提升
及大面积增产关键技术改良、高质量播种施
肥技术进行了现场交流、培训和指导。服务
团参加了农场的整地、施肥和播种工作，并
为农场种植户就起垄形状、施肥量和播种密
度进行了现场培训和指导，讲解了“实时墒
情定播期”“区域积温选品种”和“株型-营
养增密度”等播种工作技术要点，切实保障
了播种工作的高质量完成，为农场 2024 年
春玉米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开
端。

省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不断刷新着春耕
生产“进度条”，各类重大项目建设也正在全
力踏“春”提速。走进位于松北区的农业创
新成果展示和转化交易中心筹建现场，成果
产业处的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落实相关
建设规划工作。

“因为工期紧、环节多、内容覆盖面比较
大，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确保建设
工作如期推进。”成果产业处副处长吴宏达介
绍，农业创新成果展示和转化交易中心是今
年院党组部署的85项重点工作之一。压缩时
间、加快进度，成果产业处把农业创新成果展
示和转化交易中心的建设“抢进度”做到了极
致。

吴宏达说：“中心的建设将立足国际农业
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坚持以‘应用’为
先决条件、以‘转化’为运营目标、以‘共享’为
使用原则，通过宣传推介重大农业创新成果，
优化产研协同创新、成果技术交易、知识产权
抵押融资、品牌赋能、企业孵化等功能衔接，
搭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一站式’高水平
农业科技展示和转化交易服务平台，提升
农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探索实现‘以展
促研，以展兴研’龙江农业科技发展新模
式。”

走出忙碌的办公室，省农科院早已被阵
阵暖流鼓荡着，所有盎然的生机都在这一
刻见了分晓：池塘开化，碧波荡漾，群芳争
艳，最动听的还要数枝杈间传来的阵阵鸟
鸣，这是唱给人们最美的礼赞。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农科人的别样劳动节

边播种边铺管。

往机器中添加玉米种子。

省农科院服务省农科院服务
团在赵光农场进行团在赵光农场进行
农技指导农技指导。。

双鸭山市气象部门专家和
水稻种植户在育秧棚内查看水
稻种子出芽情况。 王国泰摄

气象信息接入富农通APP。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