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8月 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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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刘小雯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近年来，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大
潮中，北大荒集团各农业生产单位
积极推行多元化发展模式，“鹅经
济”、“蛭”富经、振兴“鹿”等特色养
殖业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和活力，为
集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为职
工增收致富开辟新路径。

炎炎夏日，走进嫩江农场有限
公司养殖基地，一阵阵鹅叫声此起
彼伏，滟滟碧波间，上万只雪白的
鹅成群结队，在湖面悠闲游弋。

“养殖场一共投资了 300 多万
元，养殖了 5.6 万只大鹅，能干这么
大规模，我心里还是有底气的。”被
农场生态环境吸引而来的嫩江市
养殖户孔繁星，看着眼前数不清的
大白鹅簇拥在一起感慨道，“真的
太喜欢这片土地啦，有山有水有草

地，这就是天然的大饲场。”
据了解，嫩江农场植被丰富、草原辽阔，周围

有 4 个大水库，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得鹅雏成
活率高，饲养出来的白鹅肉质细腻鲜美。截至目
前，大鹅存栏总数已经达到 15万只。

近日，在北大荒农业股份兴凯湖分公司苹果
园管理区，养殖户张士明正精心管理着他的“蛭”
富棚。走进棚区，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而水蛭却在
那一垄垄长条状的“人工温泉”中欢快畅游。

今年是张士明发展特色养殖的第二个年头，
这看似简易的产业却对生长环境和技术有着精细
的要求。管理区在土地、用电、技术指导等方面始
终为他开绿灯、送红利，这让张士明的水蛭养殖事
业渐入佳境。在首次养殖成功后，他壮大了养殖

“队伍”，由 3万尾增加至 6万尾。
“我这边预计一共能出 400斤的水货，干货在

80 斤左右，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每斤能达到 700
元至 800元，到年底能有 6万元收益。”看着这一排
排水蛭养殖箱，张士明算了一笔细账。

日前，走进北大荒农业股份友谊分公司第八
管理区梅花鹿养殖基地，饲养员正忙着给梅花鹿
投喂食料、清理圈舍。看着活蹦乱跳、膘肥体壮的
梅花鹿，养殖户刘兆军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刘兆军介绍，梅花鹿浑身是宝，鹿茸、鹿肉、
鹿血、鹿骨、鹿筋均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目前养
殖基地共有梅花鹿 150余头，数量逐年稳步上升，
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年收入八九十万元。

经过几年的经营，友谊分公司的鹿产品已经
颇有名气，鹿胎膏、鹿血酒、鹿血、鹿茸、鹿茸片等
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像刘兆军这样的
养殖户也通过销售鹿产品走上了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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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庞遵明 卞喜健 记者刘畅）当前正值夏管的关键时期，为确
保玉米稳产增收，近日，北大荒集团尖山农场有限公司抢抓农时，利用晴
好天气，全面开展飞机航化“健身”防病、除虫作业，为稳产增产打下坚实
基础。

公司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理念，在航化作业前开展周密
部署，对航化用药配比、飞机调度、地面作业导航等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并
组织管理人员进行田间跟踪，巡查作业质量，确保航化作业保质保量，并
且对所有飞机服务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签署责任状。通过飞机航化作业，
可实现农作物防病、追肥、灭虫等工作群防群治，为农作物丰产增收创造
有利条件。

高标准开展航化作业

本报讯（姚瑞峰 李淑霞 记者姜斌）“立秋”刚至，在
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青龙山分公司的农机具管理中
心，各管理区未雨绸缪，提前部署了一场针对农机具的全
面维护与保养战役，以最佳状态迎接秋收的到来。

据了解，青龙山分公司各管理区迅速集结党员干
部、技术精英深入田间地头，对农机准备情况进行全面
细致的摸底排查。同时，组建专业维修服务队，穿梭于
农机库与种植户之间，提供从故障排查到性能优化的

“一站式”服务，确保每台农机都能以最佳性能状态投
入秋收大战。

“农机检修一定要早，打出提前量，为丰收奠定基
石。”分公司第五管理区技术人员杨洋说。同时，检修
过程中，安全被放在了与性能同等重要的位置，技术人
员不仅专注于农机性能的恢复与提升，更细致入微地
检查每一处安全设施，从细微的防护装置到醒目的安
全标识，无一遗漏。

青龙山分公司
农机检修备战秋收

本报讯（祁岩 李淑霞 记者刘畅）近日，由北大荒
集团查哈阳农场有限公司招商引资的合天宝龙（黑龙
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落地开业，冻干粥生产线已正式
投入生产，标志着查哈阳农场在拓宽粥米产业渠道的
征程中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查哈阳农场是中国优质粥米的主产区，可年产粥
米 40万吨。为了使粥米产业效益最大化，农场党委前
期做了大量的市场考察和精准化调研，将合天宝龙食
品有限公司作为引资企业拓宽粥米产业渠道的合作对
象。农场主要领导带队多次到广西北海合天宝龙公司
总部，经过反复磋商成功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据了解，此次招商引资在本土建立的合天宝龙冻
干食品厂，占地 1700 平方米，可日生产冻干粥 2 万包，
带动农场 70多人实现再就业。该公司秉承“工厂建在
优质原料产地”理念，精选查哈阳农场优质粥米为原
料，由潮汕砂锅粥传承人提供配方，采用先进冻干技
术，生产加工即食冻干粥，在保证原材料及味道的同
时，可省去大量熬煮时间，为当代快节奏的生活规律增
添一道纯正健康的营养粥品。

查哈阳农场
招引粥米产业合作企业

□彭璐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刘畅

在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三分公
司水稻绿色高产示范区内，一块块
稻田整齐布局，绿油油的秧苗在微
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成长
的故事……八五三分公司用田间课
堂搭建桥梁，精心绘制农业生态绿
色发展的雁乡画卷。

近日，在八五三分公司的田间
地头，农业专家和技术员化身为讲
师，从病虫害防治的技术要点，到面
源污染的危害和治理，再到生态农
业的发展模式，现场为各管理区的
种植户传授绿色耕作的知识和技
能。

“现在我们除草作业机车都是
智能的，喷药机也都用上自走式的
了。特别是在近期气温不稳定的情
况下，合理利用这些高科技机车作
业更精准、效果更明显，喷后不伤
苗、不会产生药害，这都得益于‘田
间课堂’，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满
脸洋溢着幸福笑容的种植户张向
北，站在地头对技术员感慨地说。

今年，张向北一直按照“田间课
堂”上专家的指导，科学地管理着自
己的 200 亩玉米。在农业技术专家
的指导下，积极引用“马佐蒂”自走
式喷药机进行除草追肥；严格掌握
用量，规范化操作，选择了安全友好
的除草剂和病虫害防治药剂进行施
药；及时对低洼地区抢前抓早地进行排涝疏浚，有
效应对强对流天气增多对土壤墒情偏涝、玉米根
系发育不良的影响。

八五三分公司紧盯生产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定
“专题”、紧贴种植户需求“开菜单”、紧扣实用实效
采取“集中＋流动”的田间课堂，融合“观摩交流＋
实地体验＋动手操作”的现场教学，全方位为广大
种植户和农业技术人员提技增能，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源动力”。2024 年自开设“田间课堂”
以来，分公司共举办了接地气的“田间课堂”12 场
次，培训种植户和基层农技人员 300余人次；累计
派出“田管”专家、技术专家、农业生产服务者 100
多人，提供技术服务 120余次。

“田间课堂”作为传递绿色耕作理念的灵动音
符，不仅为种植户和技能人才提供了一个学习和
交流的平台，更是把绿色生态发展理念融入到日
常的耕作实践中，使种植户在泥土的芬芳中汲取
知识养分，不断地深入学习、锻炼自我、提升技能，
在农业生产知识“输出”和“吸收”的过程中，孕育
无限希望。

如今，八五三分公司广袤无垠的田野上，绿色
已成为农业生态绿色发展的鲜明底色，绿色耕作
的理念正如同春风拂过大地，为农业生态带来了
蓬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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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化作业。庞遵明摄

大山农场地处世界著名黑土带的松
嫩平原腹地，年无霜期 147 天，有效积温
2800℃ 以上，平均日照 2900 小时以上，为
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加之嫩江水灌溉
这些优势，生产出高品质稻米。然而面
积较小，市场品牌力较弱，成为其发展短
板。

如何发展自己的“品牌农业”？探索定
制化农业成为“大山”的新出路。

按照北大荒集团、齐齐哈尔分公司关
于实施“定制化农业”的工作要求，今年农
场订单种植马铃薯 4980 亩、高粱 426 亩、计
划实施水稻“认领一亩田”200亩。

“认领一亩田”活动一经推向市场，社
会认可度比较高，目前，北京、上海、大连、

宁波都有客户，农场计划先把“一亩田”各
环节做细做实，再逐步推广做大。

同样，泰来农场有限公司也瞄准了高
端米市场。

8 月 6 日，在北大荒集团与飞鹤集团黑
龙江六水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7000亩的水
稻订单种植基地上望去，一株株翠绿的水
稻已陆续进入抽穗期，生机盎然、丰收在
望。

今年，农场充分发挥自身在稻米方面
的自然资源、粮源掌控、品牌品质等优势，
进一步扩大与相关龙头企业的前期合作规
模，大力发展定制农业，探索巩固“种植户+
农场+龙头企业”的高端稻米经营新模式。

“此次签订的 7000亩水稻订单中，共有

稻花香和松粳 22 两个高端品种，并在前期
确定好了相关保底价格，而秋收时市场价
若高于保底价，则以市场价为主，也可后期
随时结算，价格为结算日期前三天的市场
最高平均价。”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黄
伟介绍说。

接下来，农场将继续依托特色高端稻
米产业发展“品牌农业”，加强农业生产技
术管控，加大与龙头企业合作力度，强化

“两棵古榆”品牌营销，奋力迈进增产、增
收、增效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北大荒集团将全
面推进各地夏管工作，积极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
增产计划，扎实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
单产提升，抓好田间管理，落实落细稳产增
产各项措施，全力防灾减灾，确保粮食丰产
增产。

推进推进四个农业四个农业
夯实北大荒核心竞争力夯实北大荒核心竞争力

眼下正值夏管关键时
期，北大荒集团各农业生产
单位以科技助农、精心管护
和智能检测为抓手，高质量
开展夏管工作，为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创造良好条件。

8月6日，北大荒集团召
开党委专题会议，会议提出
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
攻方向，统筹推进“四个农
业”，做强科技农业，做大绿
色农业，做精质量农业，做优
品牌农业，加快实现农业物
质装备现代化、科技现代化、
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息
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夯实
北大荒“三大一航母”核心竞
争力。

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增
产计划、在做优“四个农业”
上当标杆、在实现“五化”目
标上率先突破，北大荒，前行
的脚步从未停歇。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眼下，北大荒集团梧桐河农场有限公司
广袤的沃野上，垄线笔直挺阔，农作物郁郁葱
葱，水稻香味扑鼻。在发展“质量农业”的引
领下，在科技的加持下，水稻长势喜人，预示
着丰收的好年景。

在丽水管理区，种植户陶海丰正用手机
查看稻苗长势情况。“今年插秧后，出现了持
续低温、多雨的天气情况，运用这个系统，我
不用到田间地头就可以掌握水稻的生长情
况，及时进行科学夏管，高科技就是给力。”
陶海丰说。动动手指就可以掌握所有农事
管理情况，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让“夏管
农忙不见人”、节本又增产成为常态。

陶海丰口中的“高科技”，正是今年农场安
装的田间气象一体化设备。“这套设备不仅可以
监测到空气的湿度、温度、光照时间，还可以监
测到风速、降雨等气象情况，还可参考各项数字
进行田间管理，不仅对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有所
帮助，更能让水稻生产实现精准化、科学化和标
准化。”丽水管理区副主任曹有鑫介绍说。

以前种田靠经验，现在种田看数据。在
田间地头，上有搭载了风向标、风速仪和光照
仪的气象站，搜集环境温度、空气湿度、光照
度等数据，可实时监测环境；下有土壤墒情
仪，及时测定作物根系环境和土壤肥力，土壤
中的水份、温度、PH 值等数据尽在掌握。这
些监测数据都能及时反馈至“中枢大脑”，种
植户们就可对农作物适时进行田间管理，

“渴”了给水，“饿”了科学施肥，让“天气”更接
“地气”，为农作物“站岗”，并且可减少化学品
的投入，让农业生产实现节本、增产、增效。

近两年，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

积极发展“科技农业”，开展智慧
农业设备的引入工作，以作
物生长信息的数字采集
逐步替代传统人工的
巡田工作，使大田管
理 的“ 科 技 范 ”满
满，作物单产稳
步提升。

通过终端，
现在农作物的
长势、病草害、
水位以及是否
缺肥情况即可

“一键”掌握。
“今年我们

的部分地块通过
数 控 灌 区 系 统 以
及智慧农渠，精量化
喝上了黑龙江水，不少
地块安装了作物长势监
控站，实现了作物病虫害的
自主化判断。新型巡田与植保无
人机也实现了联合作业、数据共享，使喷施
肥药的效率与质量大大提升。正是有了这些
科技的加持，使夏管阶段病虫草害得到控制，
农作物促早熟工作成效显著，种植单产也连年
创新高。”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初昌明介绍
说。

未来，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还
将继续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引入现代农业科技
与设备，以智慧化手段应用提升现代农业种
植质量，确保单产持续提升。

AA田间设备智能化 单产提升“底气”足

B 强化装备技术
按需施肥护航黑土粮仓

近日，在北大荒集团八五〇农场田间
地头，放眼望去，一块块绿色铺展在大地
上，种植户们驾驶着各类智能农机除草、追
肥，不仅能够促进农业生产节本增效，更起
到了黑土地保护发展“绿色农业”的作用。

除草不用药，只用一台机器人就能轻
松搞定。今年，八五〇农场在田间除草上

“大秀操作”，率先引进了智能除草机器人，
通过智能感知技术，精准高效清除田间杂
草，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还以物理除
草的方式有效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

除此之外，与传统农机相比，新一代智
能农机更像计算机、手机、农机结合的综合
体，不仅操作更加便捷，更重要的是能通过
分析建模作出智能决策，为黑土地建立电
子档案，实施保护性耕作。

“我们利用现有农机具进行改装，安装
变量施肥智能控制系统，结合土壤养分处
方图及测土配方，可以实现根据土壤肥力

智能变量施肥。”八五〇农场农业发
展部副部长宋方杰说。

据了解，为深入落实农
业“三减”措施，八五〇农

场深入探索“智能变量
施肥”技术，通过改装
后的变量施肥机结
合历年卫星遥感数
据、多光谱无人机
绘制数据、收获机
实时测产仪数据
生成变量施肥处
方图，可根据土壤
肥力的实际情况实
现定位、变量、按需
施肥，有效提高肥料

利用率和节省肥料应
用，使作物所需的养分

更均衡，让黑土地吃上科
学“营养餐”。
为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

中的大熊猫，今年八五〇农场还引进
了一台能够实现除草剂“喷草不喷苗”、叶
面肥“喷苗不喷草”的智慧农机，这台机器
通过无人机高清航拍，捕捉农田作物与杂
草的详细图像，经过识别处理生成喷药处
方图，喷药机根据处方图下达指令，从而进
行精确变量施药，可减少除草剂与叶面肥
用量 30%以上，有效避免了传统施药方法中
药物浪费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显著提升施
药的针对性和效率，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黑土地保护的目的。

CC 扩大“认养经济”发展订单、定制化农业
梧桐河农场的优质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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