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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何茜 记者刘畅）记者从黑龙江北
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 30.9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7
亿元，同比增长 5.69%。实现净利润 9.80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0.28 亿元，同比增长 2.93%；其
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4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0.2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2%。经济运行质量持续向好，经营效益、经
营效率稳步提高，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
质”的良好发展态势。

上半年，北大荒农业股份克服了阶段性低
温、局部涝情等不利影响，提前制定预案、筹备
生产物资、谋划农事活动，全力做好备耕生产各
项工作，农作物全部播在高产期。同时，该公司
重点夯实了农业基地建设，大力提升了农业科
技创新水平，农业整体情况向好。

下一步，北大荒农业股份将按照全年工作
总体目标，加快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实。同时，
组织所属各农业分公司全面做好秋收前的各项
准备工作，确保今年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如期完
成粮豆总产预期目标。

北大荒农业股份
效益稳步提高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刘畅 姜斌

金风送爽白云翔，喜看田间稻菽黄。时下农作
物收获在即，为切实做好秋收工作，北大荒集团各地
早准备、早谋划、早安排，扎实做好秋收各项准备工
作，吹响秋收备战“集结号”。

开展农作物测产 保颗粒归仓

连日来，在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三分公司第十
五管理区的稻田里，农业技术人员正在对水稻地号
进行实地踏查，根据水稻生长情况指导种植户做好
田间后期管理，根据作物长势，提前制定秋收计划
表，为水稻秋收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为科学评估水稻产量，确保各项秋收工作措施
落实到位，北大荒农业股份庆丰分公司有序开展水
稻示范区测产工作。在第三管理区一处水田示范地
块上，金黄色的稻穗随风摇曳，工作人员手持测量工
具穿梭在稻田间，对取样点水稻株行距、株高、穗数
等主要数据进行测量。

庆丰分公司第三管理区农业副主任高峰介绍
说：“为准确掌握水稻品种生长特性的数据，我们严
格按照《水田试验设计及调查标准》进行测产。通过
选取一块水稻示范田详细记录测量的平方米穴数、
平均穴穗数、每穗总粒数、结实率等进行公式计算，
得出品种理论产量，为下一年粮食持续稳产高产提
供有效的数据保证。”

近日，繁荣农场在测产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块、不
同品种、不同农艺措施的田间表现进行调查分析，根
据相应数据进行理论产量计算，分析、汇总平均株
高、穗位高、平米株数、平米穗数、成穗率、单穗粒数、
百粒重等各项数据，并对作物品种“一对一”进行“体
检”，开出专属的“体检报告”，做好秋季收获、颗粒归
仓的充分准备。

检修“金戈铁马”通畅“运粮通道”

连日来，在大山农场，农业技术人员正忙着对即
将奔赴“战场”的 800 余台（套）收获机车、整地机械
等进行全方位检修、调试，确保每一台机械都以最佳
状态投入到紧张的秋收工作中。

大山农场种植户张清国说：“农机检修小组对我
的收割机进行了皮带轮、齿轮、灯光、刹车等部件的
全面检查，帮我查找安全隐患、排除故障，让我的机
车能以最佳状态发挥功效，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

为顺利完成今年秋收农用机械检修工作，北大
荒农业股份八五三分公司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
各农机户家中，对各类秋收机具的检修做好“一对
一”或“多对一”技术指导。“我利用秋收之前的这段
时间，把收割机的割台、链子、轴承这些该检查的地
方都好好地检查了一下，确保机械在收获过程中不
出故障，不耽误干活挣钱。”八五三分公司第七管理
区的农机户孔立新说。

为全力保障秋收期间道路畅通无阻，提升收获
效率，八五三分公司第四管理区及时组织人员、车辆
修缮田间道路，进行填补、刮平、压实作业，解决田间
道路低洼不平、运输阻塞问题，助力秋收生产。

“这条路是我们秋收拉运粮食的必经之路，一遇
到下雨天就容易积水，这几天管理区组织维修这条
路真是太及时了，再也不用担心秋收时进出困难
了。”第四管理区种植户吴君高兴地说。

除此之外，秋收开始后大型收割机进入田间作
业，八五三分公司要求各管理区除了对晒场涉及的
农用线路、漏电保护器等电力设施进行巡查“把脉”
外，还要对辖区内各类安全警示标识模糊等问题进
行细致排查，做到不留隐患，不藏死角。

抓农时“抢”效益 为秋粮上市做足准备

连日来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立足“早”
字做好秋收生产工作。“秋收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头
戏。”分公司农业生产部长李广茂详细介绍说，“我们
按照分公司秋收指挥部规划部署，科学引导种植户
采取早放水、早平埂、早检修、早放晒、早收获、早上
场、早变现的‘七早’连环作业方法，实现秋粮收获早
完成、新粮销售早变现，为下一步抢抓农时主动权和
新粮抢早上市打好了提前量。”

“根据前期气象形势回顾分析，预计枯霜期延
后，建议种植户尽早排干田间积水，适当增加分段收
获面积，为粮食减损增效颗粒归仓做好全面的准
备。”分公司农业技术人员初昌明说。

分公司农业副总唐庆刚说：“接下来，在高质量
秋粮收获工作进行时，我们会迅速转段进入秋整地
工作同步推进的日程，按照收翻结合、以收促翻、翻
整同步、秋起大垄等原则快速、高标准推进，为土壤
养精蓄锐，为明春高质量备耕，为实现农业丰产持续
增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粮食收储环节，洪河农场有限公司同样做足
了准备。佳木斯市建三江成丰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计划在 12月前全面开库，利用铁路专用线降低运输
成本，辐射周边区域，为种植户提供便捷、经济的收
储服务。同时，洪河农场还与多家粮食经营企业建
立了统营合作协议，制定了科学的秋粮收购方案，确
保粮食价格公平、公开、公正，全方位保障种植户的
利益。

庆丰分公司水稻进入黄熟期。 闫斌摄

吹响秋收备战
“集结号”

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数智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

北大荒集团北大荒集团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刘畅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9 月
的北大荒瓜果飘香，一些农场
的特色种植陆续进入收获季
节，让种植户们享受到丰收的
喜悦。

葡萄盈枝香满园，鲜果采
摘正当时。近日，不少游客走
进北大荒集团八五七农场融鑫
森野露营基地，在感受葡香满
园诗意野趣的同时体验到亲手
采摘的乐趣。

“我们融鑫森野露营基地
种植绿神、夏黑、碧香无核三个
品种葡萄，严格按照绿色有机
标准种植管理，所产葡萄品质
上乘、口感鲜甜、价格亲民，深
受游客喜爱。”融鑫分公司负责
人魏宇鹏介绍说。

据了解，八五七农场融鑫分公司立足生态
优势、产业优势和地缘优势，因地制宜持续做
好“甜蜜经济”文章，以葡萄、西瓜等棚室经济
和露营基地为依托，打造了集生态采摘、休闲
观光、户外露营为一体的高品质农文商旅项
目，为企业多品类经营、多元化创效增盈注入
了新活力。今年，11 栋大棚预计可产 1 万余斤
优质瓜果供游客采摘。

近日，在北大荒集团饶河农场平欧大榛子
种植基地，榛子枝叶繁茂，长势健壮，果实饱
满，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今年是我种榛子的
第九年，一共种了 35 亩地的大榛子，大概能收
4000斤，预计能卖两三万块钱。”种植户季生义
高兴地说。 近年来，饶河农场依托土地资源丰
富、土质肥沃、农业基础设施完善的优势，积极
推进林下特色产业种植，让一颗颗鲜嫩的大果
榛子成为引导鼓励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豆
子”。

目前，饶河农场种植平欧大榛子、山葱、葡
萄、中草药特色产业四个种类。下一步，农场
将不断盘活特色产业资源，激活特色产业的内
在潜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在友谊农场第三管理区水稻育秧大棚园
区，一颗颗重达百斤的巨型西瓜在众人期待的
目光中登场，拉开了开园采摘的序幕。记者了
解到，友谊农场通过先进技术手段，对西瓜种
子进行优化。经过精心培育的西瓜种子，在保
持超大体型的同时，还具备了更强的抗病性和
更好的口感品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北大荒各
农业生产单位不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
特色种植业与养殖业蓬勃发展，绽放出生机与
活力。

八五七农场葡萄缀满枝。 赵艳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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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种地”到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 77.07％，从“人扛
牛拉”到农业综合机
械化率达到 99.7％，
从“靠天吃饭”到天地
空一体化让精准种植
看得见摸得着，粮食
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
400 亿斤以上……科
技的全方位进步，让
北大荒集团实现了从
“跟跑”“并跑”到“领
跑”的转变，走出一条
数字强农、数字治企、
数字富民的发展新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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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真正发挥出数字化的作用，让生
产终端能够享受互联网、数字化的便利，是
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个处方图是穴数，绿色区域表示稀
疏，红色区域表示茂密。”7 月 22 日，在友谊
农场第五管理区田间地头，科技信息中心
工作人员朱喜洋一边指着无人机遥控器的
屏幕，一边给种植户王丽讲解如何通过多
光谱图像生成的“处方图”，把指令下达给
植保无人机，针对弱势苗进行定点喷施叶
面肥。

近年来，友谊农场针对农作物生产管
理各环节，建设了天地空全周期感知系统，
对每个环节的环境、农作物等各类参数进
行全面感知，构筑农业生产大数据中心，为
生产决策、执行提供数据支持，运用无人机

巡田技术，对农田进行精准化管理。
北大荒集团按照统筹规划、整合共享、

集聚提升的原则，统筹开展数字农业试点
示范工作。据测算，通过发展数字农业可
有效减少田间用工 70％以上，提高工作效
率 30％以上，节水 20％以上，减少肥料浪费
50％以上，减少农药施用 30％以上。“我们
以生产需求为导向，加速推动农业生产与
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目前，已建成七星、
红卫、胜利等 9 个‘管理可量化、数据可利
用、经验可复制’的智慧农场群，完成全场
景少人、无人化作业面积 980 万亩次。”建
三江分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秦泗君说。

近年来，建三江分公司全力推进“数字
三江”农业板块区域全覆盖，搭建了 1200万
耕地自然资源底图，实现了农地、农机、农

人的精准画像。同时，分公司建立起天地
空一体化监测体系，组建了专业飞巡服务
队，为农业生产精细化、标准化、数字化管
理提供了数据支撑。

“北大荒集团要以智慧农业关键技术
为牵引，以场景创新为基础，打造科技驱动
产业发展的策源地、协同创新和引领示范
的新高地，蹚出一条特色农业数字化转型
发展道路。”北大荒集团科技信息产业部副
总经理白雪说。

数字农业的发展将带来农业产业的全
面升级和变革。北大荒集团将以培育新生
产要素、提升数字化生产力、提高数字农业
创新能力为重点，不断提升农业数字化水
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注入新动能。

增强数字“造血”深化数字技术应用

农作物长势如何？土壤墒情如
何？灾情虫情如何？如今，北大荒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让种植户不进农田
也可知田间事。

“通过部署各类传感器、控制器、
摄像头等物联网设备，实现对农作物
生长状况、病虫害防治、农业设备运
行等的实时监测、数据采集、远程控
制和智能决策。”五九七农场农业发
展部副总经理岳洪福说，农场计划新
建旱田物联网设备 15套、水肥一体化
设备 96 套、水田物联网设备 60 套、自
动控制灌溉设备 254套。

今年，五九七农场通过将高标准
农田建设、基层农技推广、跨省域补
充耕地等项目充分整合，安装田间智
能物联网设备，数字驾驶舱、卫星遥
感、智慧施肥和农机作业质量智能监
测等软硬件建设，逐步搭建起实用、
好用、管用的数字农业体系。

走进浓江农场数字农业示范区，
无人机施肥、智能灌溉系统、精准气
象系统……数字农业的身影随处可
见。科技示范户温学全对数字设备
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深有感触，他
说：“田里的智能设备实现了对气象、
虫情、苗青、墒情的实时监测，农技人
员远程关注农作物生长状况，科学指

导灌溉、施肥、喷药、除虫等。”
今年，浓江农场抢抓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机遇，安装物联网设备 701套，建设自动灌
溉示范区 1 万亩，有效提高了预测预警和防灾减
灾能力。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在数字农业发展探索上
先行试点建立三批共 28个数字农（牧）场和 3个数
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部署包括作业质量监测、气
象监测、水位监测、土壤监测等各类农业传感器
1.1万台（套），辐射带动 800万亩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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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物联网打破了传统农业模
式，哪怕在千里之外，都能随时了解农
作物长势。”鹤山农场农业发展部部长
赵晓辉说。

在鹤山农场数字农业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通过一张巨幅电子屏，远程
监测农作物的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
度、光照强度等一系列参数，通过回传
到中心的数据，适时指导基层开展中
耕、施肥、喷药等夏管作业，并调整农
业投入品用量，保证农作物健康生
长。今年，鹤山农场将全场 1335 个地
块近 4年相关数据全部上传到指挥系
统平台，直观地展示不同年份积温、降
水、施肥、用药、产量等变化情况和基
本规律，做到及时掌控、精准施策，从
而提高生产经营效益。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优化迭代自
然资源、农作物种植等系列农业资源
地图，构建农业基础资源数据库，全面
实现资源资产数字化。同时，制定统

一技术标准，实行一地块、一编码，汇
聚地理空间、种植作物、土壤环境、遥
感及权属等多源数据，为农业生产经
营管理提供数字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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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范梓越边演示边
介绍说，“任意一块地的地块编号、农
作物品种、耕地类型、土地面积甚至是
此时此刻农作物的长势都可以在大屏
幕上清晰看到。”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建成了完备
的现代信息通信网，形成了从集团到
分公司、农牧场、管理区、作业站的五
级光网架构，并建有北大荒云计算大
数据中心，累计存储各类数据 203TB，
为北大荒 4000 多万亩耕地、26 万地
块、56 万种植户、68 万台（套）农机精
准画像，并建立数据库，为数字农业发
展筑牢基础。

打造智慧“大脑”搭建农业数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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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大 荒 的 9 月 是 金
色的。初秋微凉，在北大
荒集团江川农场，水稻进
入黄熟期，清风拂过，稻
穗摇晃，部分早熟品种陆
续开始割晒收获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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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管期间航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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