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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好了，甭管种什么，收成都差不了。”春

耕时节，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义丰村村民

杨建平忙着往地里卸有机肥。“去年一亩地收了

1500 多斤玉米，今年我打算再种点黄金瓜，收

入肯定更可观。”杨建平开心地说，“荒废了多年

的盐碱地变成了高产田，咱自己得加油干啊！”

“天下黄河，唯富一套。”地处河套地区核心

地带的巴彦淖尔市，聚焦耕地种子协同发力，大

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大做强种业，培育农

产品品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让有限的土地

发挥出更大效益，努力“再造一座河套粮仓”。

盐碱地上造良田，昔日

“废地”变“沃土”

河套平原位于黄河几字湾处，丰沛的水资

源哺育着千万亩耕地，让河套灌区赢得了“塞外

粮仓”的美誉。然而，长期引黄灌溉，也给河套

的土地带来了盐碱之痛。每年约有 140 万吨盐

分滞留在灌区中，由于地势低、气候干燥、蒸发

量大，盐随水来，水去盐存，河套灌区的次生盐

碱化日益严重。

“冬春白茫茫，就是不打粮。”这是曾经流传

在义丰村的一句顺口溜。杨建平说，“俺家有

50 亩玉米地，过去 20 多亩是重度盐碱地，种啥

啥不行。”

这两年再到义丰村，每逢秋收，金灿灿的玉

米堆满了各家的粮仓。杨建平感慨，“地好了，

咱也尝尝丰收的滋味！”

丰收的背后，是巴彦淖尔改造盐碱地的决

心和努力。“必须把盐碱地改造好。”巴彦淖尔市

委书记常志刚说：“目前全市粮食年产量稳定在

60 亿吨，如果把盐碱地改造好，就能再增加 60
亿吨，相当于又增加了一个河套粮食主产区。”

改良盐碱地势在必行，但谈何容易。河套灌

区现有耕地 1100 万亩，其中轻度盐碱地 257 万

亩，中度盐碱地 148 万亩，重度盐碱地 79 万亩。

484万亩盐碱化耕地，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 44%。

如何排碱洗盐、改良土壤？巴彦淖尔市与

清华大学、中国农科院、内蒙古土肥站等多家科

研院校机构牵手合作，共同向难题挑战，联合开

展盐碱地改良试验示范工作。

“盐碱地成因复杂，盐分运行规律又极难

掌握。”五原县科技服务中心主任靳存旺说，针

对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盐碱地，一年当中，科研

人员要取 4000 个土样进行上万次的化验、分

析和对比。

经过大量试验，“五位一体”的综合改良措

施“出炉”：施用脱硫石膏改碱、掺混明沙降容、

增施有机肥壮苗、施用改良剂、种植耐盐作物。

对于中、重度盐碱地，再配合上膜下秸和暗管排

盐技术，从而达到降低地下水位和排盐的双重

效果。

经过改良，昔日盐霜皑皑的连片荒地重新

焕发生机，每亩效益也足足翻了一番。配合土

壤改良，巴彦淖尔市规划了 484 万亩盐碱化耕

地“改盐增草（饲）兴牧”示范工程。记者了解

到，“十四五”期间，巴彦淖尔市将统筹推进盐碱

地改良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达到有效治理

盐碱地、提升耕地质量、农民增收和生态修复的

多元化目标。

打好种业翻身仗，让国

产种子强起来

河套地区光照充足，适宜向日葵生长。数

据显示，2010 年巴彦淖尔市向日葵种植面积达

400 万亩，占全国向日葵总面积的 27%。

但是 ，种 什 么 品 种 的 向 日 葵 一 直 困 扰 着

乡亲们。前些年，乡亲们一直种当地品种，一

亩地产 300 多斤，一斤只卖几毛钱。 2000 年，

国外的杂交食葵品种进入当地。杭锦后旗蛮

会镇蛮会村村民周得意回忆：“亩产能上 500
斤 ，而 且 个 大 饱 满 ，一 斤 能 卖 3 块 多 钱 ，大 家

都抢着种。”

巴 彦 淖 尔 市 种 子 管 理 站 站 长 淡 海 清 说 ：

“2010 年时，农民种的葵花几乎全部都是国外

品种了。”凭借市场优势，国外种子价格一路上

涨，最高时一粒种子就卖到 7 毛多，种植户的

生产成本大幅增加。

提升国产品种的竞争优势刻不容缓。2010
年，五原县种子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科

技研发。经过上万次排列组合、培育试验后，终

于在 2012 年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葵花

品种。

“这些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产量高、抗性

好、籽粒大，口感香甜酥脆，更适应国内市场的

需求。”中国葵花产业联盟理事长张永平说，

“国产品种还帮助种植户节省了生产成本，提

高了收入。仅巴彦淖尔市周边农民葵花种子

费用就比前些年节省了 6 亿多元。”

“新种子，我一开始只试着种了 10 亩，没想

到效果很好。”周得意说，“去年我全部改种了新

品种，产量和收入都蹿了一大截。”

福州客商邓志宏，从事葵花籽采购已有 10
多年。他告诉记者，巴彦淖尔市的国产葵花籽

品质高，是高端炒货原料的首选，“我们公司每

年 50%的原料都从巴彦淖尔采购。”

“河套地区是国家的粮食主产区，种子问

题不能含糊。”常志刚介绍说：“不只是葵花种

子，我们和国内农业方面的科研院所合作，建

起 了 种 质 资 源 库 ，把 传 统 的 种 子 资 源 保 护 起

来。目前，我们绝大部分农作物种子都用上了

本土产品。”

在巴彦淖尔市采访，一个像粮仓造型的大

型建筑群吸引了记者的眼球。“这个基因库收集

的是黄河流域西北地区的作物品种。”巴彦淖尔

市委常委、副市长邱永红介绍：“保护种质资源

需要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形成合力，大家携手

行动，共同为国家种质资源安全作贡献。”

打造统一品牌，让“老”

产品实现“新”价值

长期以来，巴彦淖尔市的优质农产品以原

料和初级加工产品出售，品牌杂而散，好产品没

有卖出好价钱。

一次 次 参 加 全 国 农 业 博 览 会 ，让 巴 彦 淖

尔 人 思 考 ：“ 东 北 的 好 大 米 卖 到 100 元 一 斤 ，

我们河套有优质的小麦、葵花，为什么卖不上

好价钱？”

巴彦淖尔决定从创品牌上找突破口。2018
年 9 月，“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

亮相。巴彦淖尔市与中国标准化研究所合作，

建成了国家级标准化实验室和联合质量管理中

心，发布“天赋河套”标准 38 个品类、94 项次，修

订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标准 183 项，推

进 157 家龙头企业实现“一品一码”追溯管理。

兆丰面业是第一批授权使用“天赋河套”品

牌的企业之一。企业负责人白保林介绍：“我们

把传统的碾子机械化了，用最严格的标准精选小

麦，品种选育也不断改良，就是要千方百计保证

产品质量，确保‘天赋河套’这个品牌的含金量。”

在公司的产品展示区，记者看到这样一个

价格标签：1388 元。白保林说，“这是我们 10 斤

面粉的价格，平均一斤 100 多元。价格虽然高，

但品质好，市场上供不应求。”

临河区乌兰图克镇鲜农现代设施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里，瓜果飘香、生机盎然。

在园区的现代化高效智能温室里，内蒙古

鲜农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敏，指着

一串串色泽鲜艳的小番茄说：“这是引进的新品

种，含糖量低、番茄红素高，一亩地种 2000 株，

产量在 8 万到 10 万斤，按照订单价格，一亩地效

益比过去翻了几十倍。能有这样的收益，得益

于区域品牌的影响力。”

“把一个地区的知名产品集中起来，打造成

统 一 的 区 域 公 共 品 牌 ，抓 住 了 产 业 发 展 的 关

键。”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

狄建伟说。

短短两年时间，“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先后荣获中国农业最具影响力品牌、中

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等 10 多项大奖。现

在，授权使用“天赋河套”区域公用品牌的 12 家

企业 53 款产品享誉全国、远销海外，带动巴彦

淖尔优质农产品平均溢价 15%以上。

在这块充满希望的热土上，崭新的河套农

业正阔步前行。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聚焦耕地种子协同发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再造一座河套粮仓
本报记者 丁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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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农业生
产经营中遇到的
难题，构建好农业
生产性社会化服
务体系，解决小农
户 办 不 了 、办 不
好，或者办起来不
经济、办起来很麻
烦的事，让他们种
地 更 加 省 心 、省
钱、省力

今年春耕时节，湖南

省益阳市资阳区的种粮大

户郭跃辉终于睡上了踏实

觉。老郭种了 400 亩水稻，

往年每到春耕，他都要为

土地翻耕、育秧插秧找不

到人手发愁。但今年有了

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从购

种育秧到翻耕抛插，只要

打个电话，农机就能随时

下 田 ，地 还 种 得 又 快 又

好。解决了用工难题，种

粮大户对于今年的丰收都

更有底气了，据了解，资阳

区今年的粮食播种面积比

上年增加了 2万多亩。

不只是老郭，近年来，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

业用工成本提高，农业生产

用工难题在各个粮食主产

区都日渐突出，越到农忙时

节越是请不到人，这也成为

不少种粮农户的烦心事。

解决这个难题，推广农业生

产性社会化服务是一个有

效的途径。在不少地方，由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

全程托管、代耕代种、联耕

联种等服务方式，不仅缓解

了劳动力紧张给农业生产

带来的影响，而且能有效引

导一家一户粗放型生产经

营方式向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和集约化

方向转变，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数据

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

的黄金期，预计市场交易规模将达万亿元以上。

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解决了不少粮食生

产经营主体的烦心事，但一些生产经营主体也反

映，信息不对称是面临的新问题。一方面，小农户

需要新型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资金、技

术、管理等现代生产服务，但不知该去哪里找；另一

方面，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虽然拥有高效的机械和

专业的人才，但由于各类主体分布比较分散，和广

大小农户无法有效对接，不少合作社做完自家的

事就只能闲下来，有余力却无处去使。

如何将小农户的服务需求和新型经营主体

的服务供给有效对接起来？老郭所在的湖南益

阳的做法值得借鉴。今年春耕备耕期间，当地

政府有关部门提前介入，将多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组织起来，创办了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整合服

务力量，合理配置资源，按需为广大种粮主体提

供社会化服务，既有效减轻了用工难给粮食生

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保证了粮食生产不误农

时，有效提升水稻栽插、管护等粮食生产的质

量，可谓一举多得。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稳定粮食生产

好形势，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

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应重视普通农户生产经营

中遇到的难题，着力构建好农业生产性社会化

服务体系，打通“最后一公里”，解决小农户办不

了、办不好，或者办起来不经济、办起来很麻烦

的事，让他们种地更加省心、省钱、省力，从而进

一步提升他们的种粮积极性，筑牢国家粮食安

全的“压舱石”。

让
农
民
种
粮
更
加
省
心
省
钱
省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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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大田里看

到的不是传统的镐锄镰犁，而是各种智能化机

械设备。“自动插秧机插秧，空中植保机喷药，拿

起手机，在家就能看到地里头的庄稼！”七星农

场第一管理区种植户秦玉秋自豪地说，“科技含

量高，咱种地挑上‘金扁担’了！”

挑起“金扁担”，农业提效益。目前，北大荒

集团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76.28%，比 2015
年提高 8.08 个百分点。2020 年，集团全年研发

投入经费 3.26 亿元，同比增长 17.2%。

大数据分析、智能化耕作，
种地更智慧

叶龄、分蘖数、株高、有效光合面积……秦

玉秋在手机上点开自家地块，屏幕上随即列出

秧苗各项实时数据和彩色遥感图，后面还附着

一长串提示：采用浅湿灌溉，水层高度 3—5 厘

米；发现纹枯病斑，建议弥雾机或航化茎叶喷

药，弥雾机喷液量 5 升/亩……

“ 这 是 今 年 刚 刚 投 入 使 用 的 叶 龄 诊 断 系

统。”七星农场科技科科长唐庆刚介绍，这个系

统利用全覆盖的高清摄像机和传感器，实时采

集水稻生长图像，进行视觉计算和大数据分析

后，将农事建议发送到农户手机。

“种田得跟着节气走，过去遇到气候变化，

只能凭感觉应对。”秦玉秋说，“现在有了大数

据，系统会给咱专业建议，每亩水稻少说增产四

五十斤！”

除了叶龄诊断系统，农场里还设置了 20 处

小型农业田间气象站，布设了 20 处地下水位监

测点、70 余处病虫害监测点和 100 套农机作业

监测设备，建立起空、天、地一体化的物联网监

测体系。目前北大荒集团已建成 6 个智慧农

场群。

在大兴农场，“丰”字形农田方正平整，一台

台智能农机开进了大田里。

“机械 化 新 技 术 太 给 力 了 ！ 去 年 每 亩 增

产 15%。”大兴农场第九管理区种植户胡春光

大 步 登 上 自 家 的 侧 深 施 肥 高 速 插 秧 机 ，驾 驶

台的平板电脑上呈现出一幅斑斓的耕地平面

图。“颜色深浅不同，代表探测到的土壤肥沃

度、耕层深度等数值不同。”胡春光说，根据这

些 数 据 ，机 器 能 够 一 边 插 秧 ，一 边 实 时 调 整

肥量。

“从播种育秧到管理收获，这里水稻生产已

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大兴农场农业科副科长

杨成林介绍，应用可变量侧深施肥技术后，水稻

每亩增产 6%—8%，节肥 10 斤左右；运用智能流

水线育秧，出苗率较常规育苗方式增加 5%以

上，节约种子 15%左右。

在线贷款、云端培训，服务
更便捷

七星农场和大兴农场，是北大荒集团推动

农业现代化的缩影。2020 年，北大荒集团无人

化作业面积 1.6 万亩，主要农作物生产综合机械

化率达 99.9%。

新农具、新农机功能强大，普通农户如何买

得起用得上？七星农场第十六管理区种植户赵

瑞学在软件上熟练地点了几下，20 多万元贷款

额度当天下放，“有了贷款，插秧机这下可有着

落了。”

“这样的放款速度，基于系统后台的大数

据。”北大荒集团科技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雅南

介绍，集团整合信息数据、进行风险评估，构建

起农户信用评价体系，银行只需现场采集一次

信息，就能随时放贷。

“不光是贷款，在线签合同、采购生资、租赁

农机，这些过去要亲自跑的事儿，现在手机上动

动手指就行。”赵瑞学点开在线培训界面，“你

瞅，这农技培训课今天刚更新！”

目前，北大荒集团初步构建起农业自然资

源大数据体系。2020 年，数字农服系统服务农

户 30.1 万名，覆盖率达 78%，同比增加 20.5%。

北大荒集团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76.28%，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 99.9%

种地挑上“金扁担”
本报记者 张艺开

“浇完这茬水，小麦‘喝’个饱，麦苗长得壮，丰收

肯定有指望。”一股股清水畅流田间，100 多亩地不

到一天就浇完，山东滨州市滨城区杨柳雪镇把棍张

村村民张富泽舒了口气。

“庄稼自动浇灌，方便又省水。”张富泽说，“过去

大家抢着浇地，地里是一条条塑料软管，大水漫灌，

费工又费水。”如今，农民轻轻刷卡，水从泵站自动涌

出，算下来，每亩地用水大约节省 30 立方米。

滨州市农业生产水源主要是黄河水，为了提升

水资源利用效率，近年来市水利局推进引黄灌区骨

干灌排体系及田间节水工程体系建设，配套测水量

水设施，创新运营管护模式，加快实施覆盖 403 万亩

农田的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

据 悉 ，目 前 引 黄 灌 区 骨 干 工 程 完 成 渠 道 整 治

799 公里、骨干渠道建筑物 370 座，配套计量设施 879
套，新建改造田间机井 264 眼。节水改造工程将于

今年 6 月底前全面完工，届时引黄灌区年均节水可

达 5000 万立方米，新增粮食产能 4100 万公斤。

山东滨州市推进引黄灌区节水改造

用水节省 春耕高效
李 栋 乔 伟

随 着 农 业 机 械 化 快 速

推广，湖南道县寿雁镇十里

桥村稻田实现了从育秧、栽

插到收割全程机械作业，降

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种地

效率。

图为十里桥村村民开着

插秧机作业。

周 凡摄（人民视觉）

农机助力

种田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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