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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大地春耕忙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过去五年，白城市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生产连年喜获丰收，稳定迈上100亿斤台阶。今年，白城市围绕建设中西部

粮食安全产业带，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抓好粮食增产，为全省“千亿斤粮食”工程贡献力量，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

绿野春风起，耕田最当时。通榆县向

海蒙古族乡复兴村农夫大田专业种植合作

社流转的500公顷土地上，10台配有北斗

导航系统的拖拉机正在进行精细化种植，

即一次性完成播种、铺膜、下滴灌带、施肥

等作业，为春耕进行曲增添了更加明快的

节奏。

忙活了一上午的老乡们，站在田埂上

聊得正欢：“冯小子，今年光在合作社就得

赚1万多元吧？”“那你可算少了，起码3万

元！流转土地就有2万多元，加上在合作

社开拖拉机和国家给的种植补贴，反正收

入是比自己种地翻番了！”冯志洋一边掰着

手指算着，一边略带得意地“纠正”问话的

老乡。

在复兴村像冯志洋这样收入翻番的

村民可不止一户，这得益于村里探索出的

春耕新方式——为乡亲们寻找一个“田保

姆”。所谓“田保姆”，就是在不改变农民

土地承包权和部分国家惠农政策享有权

的前提下，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环节

托管给合作社，由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

服务。

“今年，我们一共与192户村民签订了

托管合同，为保证村民真正得到实惠，从种

子、化肥采购到播种管理直至收获归仓，全

程都由我们合作社负责，老百姓无需投入

一分钱，即可保证每公顷8000元的固定收

益和4000元的保底分红。”农夫大田种植

合作社总经理李明说。

在播种现场了解到，流转后的土地集

中连片，不仅便于大型机械展开作业，而且

特别适宜采用“水肥一体化”等新型种植模

式。

“在这片地里，我们尝试进行了膜下滴

灌与浅埋滴灌两种模式，种子选择了抗倒

伏、产量高、口感好的品种。此外，我们还

与中化集团展开合作，希望通过现代化农

保服务，将这块地打造成高标准试验示范

田。”李明说。

“我们村的土地相对来说比较贫瘠，托

管经营和自己种植相比，单产能增加20%

左右，这既提高了产量，还能解放村民的双

手，而解放双手的村民又可以通过外出打

工、种植特色经济作物等方式再增加一部

分收入，所以乡亲们都很支持这种模式，未

来我们很有可能再流转一批岗地。”对于发

展前景，村书记孙宏良信心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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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的镇赉大地，一派生机勃

勃。在镇赉县嘎什根乡，绿树成荫，

江水环绕，蛙鸣阵阵，一台台“铁

牛”满载稻苗奔向田野，插秧机在

稻田里穿梭奔走，一株株绿油油的

秧苗在水田中整齐地排好了队。插

秧是水稻生产的重头戏，嘎什根乡

正在引领全县迅速掀起水稻插秧高

潮。

二力把村村民沈丽娜家的水稻

插秧接近尾声，她抹一把额头的汗

珠，自豪地说：“我们村是全县最早

示范推广水稻种植的，1988年镇赉

开发的第一块稻田就在我脚下的位

置。”

“我今年种12公顷水稻，选择两

个优质品种，吉粳816和吉宏6号，

这两种香型稻好吃，更好销售，在市

场上是抢手货。”立新村王春峰和妻

子在庭院里起苗装车，王春峰托起

一盘稻苗又介绍道：“看看这稻苗根

系发育的多好，我家稻苗大部分三

叶一芯，有的都分蘖了，这几天温度

挺好，插上秧都不一定缓苗。”

嘎什根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王建国是远近闻名的水稻专家，这

些天他正忙着田间地头送服务，跟

踪指导农户插秧。王建国介绍说：

“水稻配套种植技术挺复杂，不同的

品种移栽的深度、密度都有不同要

求，水稻优质新品种在全乡种植面

积不断增加，农业技术人员就要督

促种植户做好插秧后的护苗工作。

还要叮嘱农户加强水肥管理，达到

壮根、壮秆和足蘖的效果，并同步做

好本田灭草、叶龄跟踪、后期管理等

各项工作，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为了解决镇赉县优质高效耐

盐碱水稻品种匮乏的问题，2022

年，我们水稻研究所在白沙滩灌区

重点实验站，开展了 62 个水稻品

种的耐盐碱筛选与评价工作，7个

优质高效耐盐碱新品种示范推

广。今年，重点大面积推广种植水

稻优质食味新品种吉粳830和吉粳

577，其中吉粳830在嘎什根乡示范

种植了1500亩，今年镇赉种植面积

应该不低于 20万亩。”省农业科学

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巍博士

介绍说。

从3月初到现在，马巍已经连续

2月没回家了。省农业科学院连续

34年派驻水稻专家扶持镇赉县种植

水稻，马巍接过了院里三代专家的

“接力棒”，扎根镇赉8年。他每年要

在镇赉的稻田里待上200余天。今

年马巍还要在这里完成水稻育苗激

光辐照技术、水稻钵体育苗有序机

抛技术、水稻机插同步侧深施肥等

技术示范推广。

据了解，今年镇赉县水稻种植

面积达155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一半，是名副其实的吉林省水稻生

产第一大县。今年3月，镇赉县制定

了水稻生产抗灾保春耕攻坚方案，

要求各乡（镇）场根据本地实际情

况，自行研究制定出台与水稻生产

相关的政策保障措施，按照水稻春

耕生产环节倒排工期，要求5月 10

日至5月 25日进行插秧作业，同时

做好虫害防治工作。

“我们县在水稻种植上积极推

广良种良法，在品种上重点推广五

优稻1号、吉粳816、吉宏6号、龙洋

16等 5个品种，在技术上大力推广

‘三推两早一达标’，同时减肥减药，

增施有机肥，并以‘镇赉大米’地理

标识为重点，做大做强水稻产业，使

镇赉县逐步由‘水稻大县’向‘水稻

强县’迈进。”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冯明说。

镇赉县：

科技助力水稻大县迈向水稻强县
潘晟昱 王凯

近年来，白城市洮北区打破传统的耕作模式，

向科技要效益，新技术正在逐渐改变着农民传统

的灌溉方式和施肥方式。从过去大水漫灌的“套

餐”变成了选择性的“自助餐”，实现了节水、省工、

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水肥一体化的使用更提高

了水资源利用率和化肥的利用率。截至目前，洮

北区“旱作节水”滴灌面积已达62.6万亩，旱田覆

盖率46.4%。高效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应

用，已成为助推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新引擎”。

立夏时节，正值春耕春灌农忙之际，洮北区农

田里一派春耕春灌的繁忙景象。在青山镇红星村

农民齐永忠的玉米地里，正在采用浅埋滴灌技术

进行灌溉。每条田埂上都有一根5厘米粗细的黑

色管带，黑色管带在田埂间纵横相连，在农田里交

织出了一幅“水墨画”。

“这项技术特别省力，原来浇地得时刻操心着

地埂漏水，现在把耕地边上的水阀打开就可以

了。再一个就是节省费用，虽说滴灌设备每公顷

得投入1000多元，可原来浇一次地，需要四五个

人，现在1人足够了，可以省下一笔雇佣人员的费

用，这一年下来可不是个小数目。还有就是促进

增产增收，滴灌可以让水分和肥料分布得更均匀，

庄稼吸收的也就更好，去年我用滴灌技术玉米平

均每垧至少增产1000斤，今年我的70公顷地全用

上了这项技术。”齐永忠说。

“旱作节水技术应用与推广是将传统的浇灌

常规施肥方式转向精准滴灌、按需施肥转变。采

用这项技术可使水分生产力提高10-15%（单位水

资源量所获得的产量或产值），节水率能达到

60%；灌溉时间节省50%；用电量节省50%。浅埋滴

灌技术不仅适合平整的土地，还适合沙丘地。最

近，我们还要在10个乡镇开展浅埋滴灌技术培

训，让技术人员和农牧民掌握管道铺设和节水增

收的技术要领。”洮北区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的工

作人员说。

据了解，洮北区从2020年起在各乡镇推广

“旱作节水”技术。该项技术是农业绿色、高质高

效节水增粮行动的一项技术模式，经过技术不断

的演变，还根据地块的不同，形成了膜下滴灌，水

肥一体化，浅埋滴灌，裸带滴灌相合的技术模式。

通过示范，节水增粮效果十分明显，并迅速被农民

认可和接受。

春暖花开日，“开犁”正当时。

近日，洮南市二龙乡春耕生产正在火热进行中，一台台免耕

机在田地间往来奔走。“我用免耕机进行保护性耕作三四年了，效

果挺好，粮食产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百姓越来越认。”二龙乡民

治村二社村民岳德民说，他们屯共有8台免耕机，每年到春耕时，

基本都得排班使用。

2021年，洮南市粮食总产量25.34亿斤，首次迈入全省前十

产粮大县行列。为进一步保障粮食稳产丰产、促进黑土地保护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洮南市今年积极探索推广保护性耕作新模

式，持续提高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抓好春耕生

产各项措施落实，促进农民稳产增收，现已申报保护性耕作132

万亩。

“传统的播种方式，需要5道工序，保护性耕作一次就可以完

成播种，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前，我每年能耕种20公顷地，实施

保护性耕作以来，每年种100公顷地还轻轻松松，这项技术养肥

了黑土地，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聚宝乡昌玲家庭农场肖玉昌兴奋

地说。

保护性耕作技术取消了传统秸秆清理、旋耕起垄的耕作模式，

秸秆均匀覆盖在农田上，有效减少土地的风蚀和水蚀，起到保护生

态、节本增效，遏制黑土地退化，增加土壤有机质，保障粮食增产增

收等作用。洮南市还通过给予补助资金等方式加大保护性耕作推

广力度，对玉米、大豆、杂粮等种植地块，实施保护性工作的，根据

实际监测原则每亩按不超过40元标准给予补助；对于高标准应用

基地秸秆大量覆盖的地块，每亩按15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当前，洮南市正在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新

型增产增收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坚决遏制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持续保持粮食产量稳增态势，以现代农业夯基垒

台，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近日，在经过整治的大安市高标准农田上，一

台台免耕机在铺满秸秆的土地上穿梭驶过，施肥、播

种、覆土等程序一气呵成，春耕生产正在热火朝天地

进行中。

近年来，大安市委、市政府持续开展大规模高

标准农田建设，累计已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119.35万亩，年增产粮食近9000万公斤,为全市

粮食稳产高产提供了重要支撑。

今年以来，大安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成

立工作专班，坚持两手抓、两不误，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利用春季施工的黄金期抢抓工期，和农

时赛跑，全力组织抓好建设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

驶入“快车道”。

早春4月，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收尾

工作全部完成。这个项目设计总投资3080万元，

建设高标准农田2.37万亩。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平整土地面积448亩，土壤改良面积10500亩，新

打水源井38眼，利用现有水源井157眼，配备潜水

泵195套，购置喷灌机35套，安装全移动式喷灌系

统 160 处，新建高压线路 48.92 公里，低压线路

32.38公里，新建台区48台。农田的基本生产条

件得到进一步改善，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高。

2021年经测产，施肥地块亩均增产75公斤，已施

肥地块4200亩，共增产粮食31.5万公斤，增加效

益63万元。今年年初，大安市农业农村局加快工

程施工进度，组织相关设计、监理和施工人员，进

入项目区进行现场踏查。春节过后，立即组织施

工单位进场进行冬季施工。为有效应对疫情，施

工单位实行闭环管理，保障了项目进展，为稳产高

产奠定了基础。

今年，大安市加快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启动工作。在四棵树和舍力两个乡镇计划建设

高标准农田 10.14 万亩，围绕田、土、水、路、林、

电、技和管等措施，确保建成集中连片、设施完

善、农电配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的高标准农

田，年将增产粮食760万公斤。目前，已完成项目

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早日发挥效益。

大安市：

高标准农田建设驶入“快车道”
于淼于淼 任传宇任传宇

洮南市：

推广保护性耕作推广保护性耕作 促农民稳产增收促农民稳产增收
郑丹郑丹

洮北区：

““旱作节水旱作节水””助农增产增收助农增产增收
邢连发

通榆县乌兰花镇陆家村村民在进行水稻移苗工作。 马子越 摄

洮北区应用推广“旱作节水”技术助农

民增产增收。 邢连发 摄

洮北区青山镇红星村村民在为水稻苗除草，为插秧做好准备。 邢连发 摄

洮南市永茂乡农户正

在抢抓农时进行玉米播种。

盛守鹏 摄

洮南市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图为农户在进行机械化免耕作业。 盛守鹏 摄

洮南市水稻主产区福顺镇水田户在田间耙地。 郑丹 摄

镇赉县乡镇农业科技人员入

户指导水田插秧。 潘晟昱 摄

水稻插秧前要让秧苗提前入田适应环境。 潘晟昱 摄

←大安市红岗子乡车厘子大棚。 于淼 摄

““立夏田水满立夏田水满””镇赉县嘎什根乡变身镇赉县嘎什根乡变身““水乡水乡””。。 潘晟昱潘晟昱 摄摄

↑大安市两家子镇同心村村民正在进行

免耕作业。 严一稂 摄

镇赉县嘎什

根乡水稻种植大

户给稻苗浇水。

潘晟昱 摄

连日来，白城市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松懈、一手抓春耕生产不

动摇，全力以赴做好备耕保障工作，开足马力稳步推进春耕生

产。今年，白城市农作物计划播种面积1702万亩，比上年增加54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计划播种1545万亩，比上年增加38万亩，比

省下达任务多85.3万亩；大豆计划播种54.8万亩，比上年增加

2.1万亩，比省下达任务多3.1万亩，高质量完成了省里下达的粮

食作物特别是大豆的种植计划。

——提前做好抗旱准备。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春季全市将

有不同程度的阶段性干旱发生，全市各地提早动手，积极开展抗

旱准备工作。目前，全市已筹集抗旱资金3.945亿元，新增节水

灌溉设备536台套，准备滴灌带1.08万吨、抗旱小白龙1.21万

吨，检修抗旱水源井3.54万眼、泵站100处、水泵8175台、柴油机

9275台，维修输电线路2948公里。全市轻度干旱面积72万亩，

实施播前灌面积3.1万亩、播后灌面积63.2万亩、坐水种面积

0.5万亩。

——适时掀起春耕生产高潮。各地充分利用墒情较好，气温

回升较快的有利时机，适时开展春耕生产，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

潮。截至5月10日，全市水、旱田整地已经全部完成。完成水田

泡田288.32万亩，占计划的80.3%；已插秧6.3万亩，占计划的

1.75%。完成旱田播种947.15万亩，占计划的70.49%，其中玉米

已播种856.99万亩，占计划的99.17%；小麦已播种4.63万亩，占

计划的106.93%；大豆已播种1万亩，占计划的1.82%；薯类已播种

4.55万亩，占计划的86.5%；瓜菜已播种38.36万亩，占计划的

80.25%；其他已播种41.62万亩。

——畅通农资运输渠道。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畜牧部门与

市交通运输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为

企业和农民搞好服务，及时发放《吉林省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通

行证》，并不断简化发证手续，出台了《关于全市疫情防控期间

做好备春耕生产工作的五条具体要求》《关于做好全市备春耕

生产急需物资运输和服务人员出行管理的通知》，重点解决外

地进入白城市域内各县（市、区）、白城市域内各县（市、区）之间

的农用物资运输车辆以及白城市域内各县（市、区）之间、白城

市域外到白城市域内各县（市、区）和到白城市域外从事农业生

产人员流动问题，确保农资运输和异地承包土地备春耕生产人

员流动畅通。截至5月10日，全市共办证5359个（次），放行车

辆5359台（次）。其中，农业农村部门共办证4251个（次），放行

车辆4251台（次）;畜牧部门共办证1108个（次），放行车辆1108

台（次）。

——帮助困难群体开展春耕生产。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农民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作用，对因疫情原因无法返乡春耕的农户和脱

贫户等，各地在充分尊重本人意愿的基础上，采取亲属帮助、党员

包保、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方式，帮助他们把地种满、种

严。全市共成立帮扶和代耕代种服务组织90个，计划帮助农户

1673户，种植耕地17.31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