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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眼下，吉林大地迎来了春播春

耕的好时节。连日来，在舒兰市的田间地头，“铁牛”纵横驰骋，

稻田披上“绿装”，农民抢抓农时播种希望，奏响春耕生产“奋进

曲”。

在舒兰市天德乡王忠成家庭农场大田里，伴随着机声隆

隆，负责人王忠成驾驶着免耕播种机从铺满秸秆的土地上快速

驶过，施肥、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再有几天，农场的200多公顷土地就全部播完了，之所以

能有这么高的效率，都是这些农机的功劳。”王忠成告诉记者，

农场现有大型拖拉机、免耕播种机、秸秆归行机等农机30余

（台）套，除了耕种自家的土地以外，每年还能为周边的村民提

供1万余亩土地的托管服务，有了这些农机装备，种地别提有多

轻松了。

农机添动力，丰收增底气。5月8日一早，在舒兰市平安镇

学明家庭农场高标准农田内，25台插秧机穿梭作业，标志着全

市水稻插秧拉开序幕。

农场负责人李学明介绍，农场提前完成土地平整、沟渠疏

通及秧苗培育工作，采用机械化插秧，计划3天内完成60公顷

的插秧任务。

作为“舒兰大米”主产区，平安镇是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及国家级绿色水稻原料化生产基地，共有水田8.4万余亩，

主要种植“稻花香”品种。随着高标准农田改造稳步推进和农

机装备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平安镇依托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实现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为全年粮食丰收打好基础。

为了确保“舒兰大米”稳产丰收，入春以来，舒兰市提前开

展备春耕、保春灌工作，邀请农业专家开展惠农助农“春风行

动”，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同时，调度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

农业生产资料，全力保障充足供应。2025年，全市水稻种植面

积约75万亩，预计5月中旬进入高峰期，5月底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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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大豆播种关键时期，为加快推进大豆播种进度，确保大豆播种在高

产期，连日来，我省紧抓晴好天气有利时机，统筹调配人力与机械资源，全面推进大

豆播种工作。

5月9日，记者走进公主岭市范家屯孟家村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处地块，一粒

粒优质大豆种子均匀入沃土。该合作社已经连续多年种植黄豆，采用米豆轮作模式，

孟家村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理事王英林说，今年该合作社种植黄豆100公顷。种

植配备了智能化农机装备，汽吸式免耕播种机，提高种植精准率。通过统一规划设计、

统一生产资料供应、统一农业措施、统一指挥调度、统一销售、统一结算的“六统一”模

式，实现播种效率质量双提升。同时，有专业的农技服务队，从种子精选、根瘤菌剂喷

洒到机械调试、田间管理全程跟进，重点排查漏播、深浅不一等问题，现场解决技术难

题。截至目前，孟家村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大豆播种进度已完成，随着农技服务精准

落地和现代农业技术深度应用，为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公主岭市双龙镇将“大面积提单产”当作首要任务，借助科技创新和模式

升级，持续挖掘粮食单产潜力，奏响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动人乐章。在镇内民强家

庭农场，农技人员耐心指导农户绘制“米豆间作”种植图纸。“玉米植株高大，作为高

位作物可以发挥边行优势；大豆相对矮小，在低位也能充分接受光照，两种作物通

风透光，协同共生。”技术员介绍。这种“一地双收”的复合种植模式，既能保证玉米

产量基本稳定，又能增收一季大豆，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产出率。目前，该镇国

忠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民强家庭农场等4家新型经营主体已采用这项技术，构建

起“立体增产”新格局。

公主岭市：精耕细作育“金豆”
本报记者 王春胜

今春以来，前郭县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推广高产高效技术。

通过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为

春耕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目前，全县种植户正积极应用新技

术，努力提高农作物产量，为全年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五一”前夕，前郭县查干湖镇图那嘎村一片农田里机声

隆隆、马达轰鸣，播种、施肥、镇压……当地农民孙红军和伙伴

们利用条耕播种技术，开始了新一年的春耕作业。

为了提高产量节约成本，孙红军和同村的两个伙伴组成

了农业生产互助组，一起经营27公顷耕地，每年都投资种植

玉米，去年初次使用条耕机播种，在27公顷耕地上生产出300

多吨优质玉米。

说起今年的情况，孙红军告诉记者，条耕机播种是前郭县农

机领域近年来重点推广的农业新机械，能一次性完成开沟、排种、

排肥、覆土等多道工序，减少了农机在田间的往返次数，既节省了

时间和人力，又避免了对土壤的过度碾压，保护了土壤结构。通过

合理密植增加玉米产量，每台机械每天可播种10多公顷耕地。

据了解，前郭县是我省5个保护性耕作“高质多补”试点

县之一，将秸秆覆盖条带耕作技术作为重点推广模式，计划推

广面积100万亩。该技术通过条带耕整机完成秸秆归行、深

松浅耕、浅压覆盖、同步镇压等一系列作业，形成浅耕播种带

与秸秆覆盖免耕带相间的种植模式，既有效减少土壤扰动、增

加秸秆覆盖，又能保证作物生长所需的土壤环境。

连日来，前郭县各乡镇种植户抢抓土壤墒情适宜的有利

时机，掀起了大田播种热潮。

为确保农业稳产增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前郭县农

业农村局高位助推备春耕生产活动。合理安排种植结构，提

早落实粮食播种面积，组织适时开展春耕；提前准备备耕物

资，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做好抗春旱物资准备；开展耕地墒情

监测，派出专家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适时组织农户开

展春耕。同时，前郭县还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推广高产高效技

术，强化农业执法检查，护航春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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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气温

回升，梨树县林海镇的

田野热闹非凡，处处是

繁忙而有序的春耕景

象。几台新型多功能

免耕播种机在广袤的

大地里来回穿梭，秸秆

处理、深松、整地、开

沟、施肥、播种、覆土、

镇压等工序一气呵成，

奏响了一曲充满希望

的春耕乐章。

“这款新机器太

给力了！以前春耕，

好几道工序得分开

干，费时费力。现在

一台机器全搞定，效

率提高了好几倍，而

且播下的种子间距均

匀、深浅一致，出苗率

肯定低不了。”正在田

间查看播种情况的种

粮大户李大叔兴奋地

说道，言语间满是对

新机器的认可和对丰

收的期待 。

今年，梨树县对新型免耕播种机进

行了全方位优化提升。“从播种深度的精

准控制，到播量的科学设定，再到用肥量

的合理调配，每一项工作都力求达到高

标准、高质量、高效率。这不仅能提高种

子的出苗率，还有助于节肥增效，保护黑

土地的生态环境。”深耕农技推广一线近

40年的王贵满见证并推动了“梨树模

式”的发展。

“梨树模式”以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

术为核心，让秸秆还田给黑土地“盖被

子”，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双赢。据中国

农业大学研究表明，“梨树模式”平均可

以降低风蚀90%以上，减少地表径流60%

以上。在东北风沙干旱区和坡耕地、漫

岗地，“梨树模式”抑制农田水土流失作

用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秸秆还田，“梨

树模式”下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明显提升，

土壤结构得到改善，土壤微生物活性得

到提高，实现了农田生态系统良性循

环。连续10年采用“梨树模式”后，土壤

中的蚯蚓可增加6—7倍，有机质含量从

原来的1.8%提高到2.3%。

如今，“梨树模式”已“进化”出4种

“基础款”耕作模式，还配上了“秸秆科学

离田”“粪肥堆沤还田”“双保全统”，实现

了种养循环、规模经营的“4+3模式”，让

土地越种越“滋润”。目前，当地建立了

稳定的县级梨树模式示范基地—现代农

业生产单元45个、开展了县乡村三级书

记抓粮食单产提升示范方建设等举措，

进一步促进了黑土地保护配套技术的优

化集成。在农机装备上，继续完善和扩

大应用高性能免耕播种机、秸秆归行机、

条耕整地机，成功研发出最新一代满足

“梨树模式”一次进地完成12道工序的

多功能免耕播种机。

梨树县：黑土地上奏响“科技春耕曲”
本报记者 毕玮琳

在梨树县，几台新型多功能免耕播种机在广袤的
大地里来回穿梭，秸秆处理、深松、整地、开沟、施肥、
播种、覆土、镇压等工序一气呵成，奏响了一曲充满希
望的春耕乐章。 （梨树县委宣传部供图）

随着气温回暖，双辽市的田野上涌动着春耕热潮。免耕播种机的轰鸣声打破

宁静，以保护性耕作为核心的春耕模式，让这片黑土地焕发勃勃生机。

在兴隆镇常熟村，刘丽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经旭海站在田埂上，看着多台免

耕播种机有序作业，难掩喜悦之情：“我们坚持秸秆覆盖还田、少耕免耕的保护性耕

作模式已有10多年，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他向记者展示土壤样本，手指轻捻湿

润的黑土，“以前土壤板结、风蚀严重，现在秸秆还田后，土壤像‘喝饱了养分’，有机

质含量明显提高，保水保肥能力也增强了。”据农业部门数据，采用该模式后，地块

农作物抗旱抗倒伏能力提升20%，化肥使用量减少约15%。

作为全省率先实现保护性耕作整县推进的地区，双辽市如今保护性耕作面积

已达215万亩。为让新技术扎根土地，当地建立“专家+农技员+示范户”三级服务

体系。市农机总站总工程师吴冠军说：“我们组建了12支技术服务队，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培训，通过‘田间课堂’‘实操演示’，手把手教农民掌握免耕播种、秸秆处理

等技术要点。”同时，政府还出台专项补贴政策，对采用保护性耕作的农户给予每亩

20—40元的作业补贴，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春耕现场，新一代智能免耕

播种机成为“主角”。这些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设备，不仅能保持播种间距精准，还

能根据土壤墒情智能调整播种深度。“以前播种全凭经验，现在机器更‘聪明’，一亩

地作业时间缩短近一半。”农机手李师傅操控着设备，熟练地展示机器功能。目前，

双辽市已推广智能农机500余台，带动全市春耕效率提升200%。

展望丰收图景，经旭海信心满满：“黑土地是我们的‘金饭碗’，只要坚持科学耕

作，今年的玉米产量肯定能再创新高！”在保护性耕作的持续赋能下，双辽市不仅播

撒下作物种子，更种下了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双辽市：春耕添“智”力 焕发新生机
张妍 本报记者 毕玮琳

黑土地上春潮涌，千里沃野开

新犁。

春耕时节，我省各地的春耕春播

有序进行，今年最为抢眼的是智慧农

机成为春耕“主力军”，极大提高了春

耕生产的质量和效益，为农业高质量

发展“添智赋能”。

眼下，大田春耕拉开序幕。拖拉

机沿着田垄快速行进，驾驶室却空无

一人，方向盘自动调整前进方向，后面

的联合整地机埋茬、旋耕、起垄、施肥

等一气呵成……在榆树市泗河镇双榆

村拓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合

作社负责人为社员及农户播放今年春

耕作业的视频，旨在普及推广农业新

技术新方法。除了感叹现代农业科技

的进步，农户更惊叹视频里农机的作

业精准度。“视频里的拖拉机方向盘右

侧屏幕显示着规划好的行进路线。”合

作社负责人介绍，拖拉机上装有卫星

定位传感器，通过北斗导航系统控制

行进路线。不远处，农技人员正指导

农户调配有机肥，推广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确保油料产能稳中有

增。榆树市田间呈现的一派繁忙景

象，为当地农业产值持续增长播下了

希望的种子。

“五一”假期，镇赉县进入水稻育

苗的关键时期。今年，智慧农业技术

的深度应用，为这片拥有“吉林省水稻

生产第一大县”美誉的土地注入了新

活力，让传统春耕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镇赉县庆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培育基地，智能化流水线育秧机

高效运转，一只只空秧盘依次进入机

器，包衣稻种被均匀播撒在营养土中，

随后覆盖、摆盘等工序一气呵成。合作

社负责人孟庆江告诉记者，智能化设备

不仅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还能精准控

制播种量和覆土厚度，育出的秧苗更加

整齐健壮，为水稻高产打下坚实基础。

除了智能化育秧设备，无人机监测技术

也在镇赉水稻种植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通过科学监测，农业部门和农户可

以实时掌握稻田的墒情、地温以及病虫

害情况，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当下，智慧农机已成为春耕“主力

军”，极大提高了春耕生产的质量和效

益，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添智赋能”。

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离不开高端

智慧农机研发制造，吉林正实施农机

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项目，

推进智能免耕播种机、丘陵山地收获

机、粮食烘干机等研发创制，开展聚力

攻关，支持企业拓展应用场景，提升核

心竞争力。

千里沃野开新犁
本报记者 王春胜

双辽市卧虎镇五星村推广玉米与小冰麦大
垄双行间种模式，形成“高秆作物与矮秆作物共
生”的立体种植格局。（双辽市委宣传部供图）

舒 兰 市 平 安 镇 学 明 家 庭 农 场 水 稻 插
秧忙。 王健安 本报记者 王伟 摄

▼近日，镇赉县进入水稻育苗的关键时期。本报记者 王春胜 摄

公主岭市范家屯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在田地里播种大豆。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摄

◀前郭县查干
湖镇图那嘎村利用
条耕播种技术开展
春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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