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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道锋 朱德龙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北大荒集团浓江农场有
限公司将节水增效贯穿农业
生产的始终，水稻节水控制
灌溉技术、“三水联合调度”

“三水联合使用”、旱平免提
浆技术……一项项节水技术
的应用，让这个拥有 60万余
亩水田的水稻专业场生产由

“大水漫灌”变为精准节水灌
溉，引领农业绿色转型。

近年来，浓江农场从现
代化大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
发展高度着眼，打好水稻节
水“组合拳”，依托青龙山灌
区及其田间配套工程，积极
推广水稻“浅、湿、干”循环
交替灌溉技术，在地表水灌
区开展了“地表水、地下水、
雨洪资源”三水联合调度，
井 灌 区 采 取 了“ 蓄 住 天 降
水、留住过境水、回归废弃
水”三水联用，创新探索水
稻全生育周期节水灌溉和
灌溉水精准调度模式，通过
综合节水措施的推进，大大
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每年
全场 60 余万亩稻田可节水
4000万立方米。

搅浆整地是水稻种植中
非常关键的一环。以前，泡
田整地耗时长、成本高、需水
量大，搅浆过度还容易造成
淤苗，存在插秧质量差、秧苗
损失率高的弊端。“现在不一
样了，用上旱平免提浆不仅
能节水，水稻产量更高了！”
提到这项技术，农场第九管
理区种植户温学全赞不绝
口。

“这项技术具有缓解农
时、缩短泡田时间、节约水资
源、减少作业环节、提升作业
效率、提高水稻植株自身素
质、增产等优势。与常规搅
浆整地相比，不仅能节水，还
能提质增产。”农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张玉军说，“我们在
每年秋收后对耕地实行深

翻、浅旋、旱平，次年春季泡田后不再进行提浆整地，
较常规提浆整地可节省泡田时间 10天～15天，每亩
地可节水约 50立方米。”

6月，农场水稻进入本田管理阶段。这一阶段水
稻长势如何，节水控制灌溉技术应用的好坏起到至关
重要作用。“先灌水 3厘米~5厘米，等到自然落干后，
地表没水了，看到土地有裂缝，再去灌下一茬水。如
此反复，做到‘前水不见后水’，几水几落，水气交替，
就能达到以气养根、以水保叶、以叶达产的目的。”插
秧工作告捷后，农场农业发展部部长邢春秋便奔赴田
间地头指导农户看水护水，“这种灌溉模式能够起到
节水控蘖、壮根抗倒、防污减排、防病防虫、提质增产、
节本增效的作用，水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农场从 2004年开始推广这项技术，经过近二十
年的创新、积累，目前已覆盖水田 58万亩，生育期内
可节水 60~80立方米/亩。

在推广旱地免提浆和节水控灌技术的同时，农
场积极推进“三水联合调度”“三水联合使用”。地表
水灌区采取“灌排结合”，地表水、雨洪资源、地下水三
水联合调度方式，利用地表水 60％、地下水 30％、雨
洪资源 10％。在井灌区实行“三水联合使用”，拦蓄
利用天然降水、回归利用废弃水、科学利用地下水。
通过在现有排涝工程体系建设拦蓄闸工程设施，实现
涝水旱用、闲水忙用、一水多用、循环使用。

此外，浓江农场正在推行“本田标准化改造”，实
现“寸水不漏泥”，亩均节水 20立方米以上。今年，浓
江农场抢抓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机遇，进行格田
改造 10.47 万亩。项目建成后，可再压减用水量 200
余万立方米。

未来，浓江农场将继续围绕农业“节本、节水、提
质、增产、增效”目标，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通过农业新技术“加持”，继续在节本增效上下功
夫，积极推动农业向着更高效、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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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易霞 李淑霞 记者姜斌）近日，北大荒集团
七星农场有限公司的科技园区、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
心和场史馆等地迎来了一批批充满好奇与探索精神的研
学游客。作为现代农业的典范，七星农场有限公司凭借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农业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成功打造了具有特色的农文旅研学游项目，为广大学子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平台。

随着研学旅游日益火热，七星农场有限公司从“育人
兴旅”的高度，促进研学旅行与乡村在生态、文化等方面
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共打造了场史馆北大荒精神教育，
七星科技园区现代农业、七星农业农机中心智慧农机、稻
田画现代农业观光等多个研学景点，为广大学子提供更
多选择、更好体验，尽情享受七星田园风光之美。

七星旅游公司经理杨春燕介绍，研学游项目以“亲近
自然、了解农业、学习科技、增长知识”为主题，为学生们
提供了一个寓教于乐的学习体验。在研学游过程中，学
生们可以了解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参与农事活动、了解北
大荒历史发展变迁。

研学旅游让学生们走出校园，在与平常不同的环境
中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加深了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
通过开发研学旅游等新业态，不仅拓宽了七星产业发展
形式，也为七星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截至目前，七星
已迎接研学游团体 20余次，已有 1000余名学生来到七星
参与研学游。

七星农场

育人兴旅 特色研学火

近日，北大荒集团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节能日光
温室大棚内的大樱桃陆续成熟，一串串红玛瑙般的大樱
桃挂在枝头，在绿叶的衬托下更加晶莹剔透。

大樱桃的成熟不仅让工作人员喜笑颜开，忙着采摘
樱桃供应市场，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一幅幅
生动景象绘就了夏日“丰收图”。

高雅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刘畅摄影报道

观光采摘 大棚樱桃红

本报讯（徐宏宇 刘欣 记者刘畅）连日来，受连续降雨
天气影响，北大荒农业股份友谊分公司第三管理区部分
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管理区第一时间组织机械、人
力，因地制宜开展排内涝减灾行动，为作物健康成长“排
忧解难”。

分公司将防汛工作作为夏管期间的重要内容，采取
“机械+人力”方式，组织开展农田排涝工作，确保夏管有
序推进。组织各作业站积极应对，加强巡查力度，在重点
部位组织工作人员 24 小时在岗在位，针对沟渠、积水严
重、排水较慢、地势低洼等重点区域地块科学调配水泵等
移动排水设备，将积水引流排出；对抽水设备进行维护和
检修，保障排涝设备正常运转。气象部门每日发布气象
预警信息；相关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加大巡查频次，
并向广大种植户及时发布气象信息、预警监测，指导种植
户提前做好排涝工作，保障粮食稳产丰产。

友谊分公司

人机齐上 农田排涝快

本报讯（王玉娇 栾洪磊 记者刘畅）近日，北大荒农
业股份庆丰分公司召开 2024年农业夏季拉练现场会，全
面提高农业生产工作管理水平，实现农业标准化水平整
体提升。

与会人员分别到 9个管理区的 33个现场观摩农业示
范点建设、农具场标准停放、高产创建示范打造、育秧基
地建设、农业科技园区展示等，全面听取各单位在农业标
准化管理以及农业重点工作落实等情况的介绍。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深入实施农业标准化提升工程，
着力优化公路沿线农业布局；要针对性地开展夏季低温
多雨田管工作，确保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要强化农业废弃
物回收机制，积极推进本单位高产创建项目，提升农业生
产效益；要全面做好农作物排查各项工作。在农机工作
方面，各管理区要继续强化农机停放标准，提高农机管理
效率；积极推进夏管农机具改装工作，提升农机作业性
能；全面准备秋收机械，坚持不懈地抓好农业生产安全工
作，确保农业生产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会上，还对防汛抗旱、基地建设、园区建设、农业社会
化服务、智慧农业、定制农业、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安排部署。

庆丰分公司

现场拉练 示范标准高

以夏管植保为例，曾经人工 2 到 3 天才
能完成的植保作业，现在应用无人机仅需半
天左右就可以完成，是人工喷药效率的 20
倍以上。如果再给无人机上搭载水稻生长
模型传感器，那么不仅作业效率会得到大幅
提高，而且能够根据水稻生长发育状况实现
精准变量追肥、一地一策施肥。

“从监测的情况来看，这块地稻苗长势偏
缓，这次施肥要比别的地块多追一点，无人机
就会根据处方图加大施肥量。”北大荒农业股
份友谊分公司种植户沈立向记者介绍。

2017 年以来，北大荒集团智慧农业实
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基础网络、资
源地图、农业数字化服务已实现垦区全覆
盖；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技术已实现全覆

盖；北斗导航系统被广泛应用，农机自动驾
驶设备配置率达到 40%；建三江、宝泉岭、红
兴隆等分公司智慧农场相继建设，农业数字
化示范基地示范引领作用逐渐显现……

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有了科技
的助力，北大荒的种植户已经逐步告别了传
统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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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
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杨宝
龙说。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北大荒集团提供

加快农业数字化建设

夏管插上夏管插上““数字翅膀数字翅膀””北
大
荒
集
团

全方位培育壮大全方位培育壮大
智慧农业智慧农业

□叶皓峰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粮食要丰产，夏管是关
键。既要因时因势，又要科
学适度。在北大荒集团，5G
通信、智慧农机、遥感技术等
新装备、新技术在农业生产
中大显身手，给夏管插上了

“数字翅膀”。
“全垦区 113 个农（牧）

场、4000多万亩耕地的所有
地块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管
理。”在北大荒信息公司数字
农业指挥中心，北大荒信息
公司企业数字化中心的范梓
越一边为记者演示“北大荒
智壤 CooMAP”一边介绍，“任
意一块地的地块编号、作物
品种、耕地类型、土地承包面
积，甚至是此时此刻作物的
长势都可以清晰看到。”

在北大荒农业股份七
星分公司农科技园区的水
稻田里，高清的 AI摄像头
来回旋转，稻田里的智能
叶龄水稻诊断设备实时采
集叶龄信息。采集到的信
息在第一时间就同步到了

“ 北 大 荒 智 壤 CooMAP”
系统、分公司的农业智慧
平台，以及种植户的手机
APP 上。“以前种地看天，
现在种地看屏”成为北大
荒种植户夏管的新常态。

“一部手机就能查看
叶龄生长情况。长到什么
程度了，该干啥了，看手机
就行了，根本不需要自己
研究了。”种植户秦玉秋坐
在家里的沙发上给记者展
示手机上的“叶龄智能诊
断”APP。

“叶龄诊断技术让我
们 的 水 稻 单 产 从 450 公
斤/亩提高到了 600 公斤/
亩以上，因为对于种植户
来说，判断水稻叶龄专业
性太强，准确率不高。”七
星分公司农业生产部水稻
办副主任姜灏介绍说，“现
在通过智能监测就可以提
高叶龄判断准确度，而且
对水稻分类疾病识别、杂
草识别精度能够达到 90%
以 上 ，处 于 行 业 领 先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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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大荒集团通过遥感技术的应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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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十万
套。这些智能装备的应用，解决了不少种植
户们以往在夏管中的“痛点”“难点”。

在“北大荒智壤 CooMAP”的“遥感监
测一张图”上，实时展示了每块耕地的土壤
墒情。“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土壤墒情。绿
色代表墒情大，水分充足；越黄代表水分越
少；红色则代表干旱。”北大荒信息公司高级
解决方案经理褚超说，“尤其是对于水田来
说，当前阶段的控水更为重要。”

在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九分公司，20
余台套物联网监控设备、40 台套数据采集
设备的应用，实现了分公司水田灌溉生产过
程全覆盖。

“在手机上就能观察水层的水，多了排
水，少了我们就往里灌，一键解决。再也不

用一天跑去看好几趟了！”今年，八五九分公
司的种植户陈永金家的稻田里新安装上了
智能灌溉系统，解决了他的一块心病，“管好
了水，就管好了水稻的产量。这时间一富
裕，我都有空看大孙子了！”

近年来，包括八五九分公司在内的一批
北大荒农场先后建设了“水田监测及灌溉决
策模型”智慧农业综合管理示范区，逐步实
现水田全程数字化和可视化追溯的整套流
程。

无论是利用田间监测设备对于数据的
采集，还是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全程可追
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提
高生产效率。

“基于获取的数据，建设了资源资产图、
作物分布图、土壤肥力图等分析决策系统，
为农场田间精细管理提供科学‘处方’。”褚
超说。

遥感技术破解夏管难点

无人机巡田无人机巡田。。周立军周立军摄摄

北大荒信息公司数字
农业指挥中心。 李雪摄

北大荒集团“遥感
监测一张图”。 刘夏摄

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九分公司智能水利设施建设。

智能节水阀门智能节水阀门。。 周立军周立军摄摄

田间监测田间监测。。

我要摘樱桃我要摘樱桃。。

大樱桃熟了大樱桃熟了。。

采摘大樱桃采摘大樱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